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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津贴 你领到了吗？
没领到可拨打84615721投诉

□ 柏溯 杨晓莉

烈日当空，酷暑难耐，怎一个“热”字了得。7月份以来，我市

连续出现35℃以上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达到37.9℃，市气象台

接连发布高温黄色、橙色预警信号。虽然天气异常炎热，但是仍

有不少户外工作者顶着烈日，坚守岗位。5月1日起实施的《江

苏省劳动合同条例》（修订）规定，从今年夏天起，用人单位需向

这些劳动者支付夏季高温津贴，如不发就违法。近日，记者走访

调查发现，我市用人单位高温津贴发放参差不齐，一部分受访者

表示未拿到高温津贴。

项目负责人与建筑工人说法不一

7月25日上午 10时许，记者来到文游北路一房地产建

筑工地，远远看去，施工现场有不少工人正顶着烈日劳作。记

者想走进工地现场进行采访，却被现场工作人员拦住。得知记

者的来意后，工作人员更是多方推脱，以各种理由拒绝采访。

在现场，记者多方联系后，找到了该工程的施工方项目负责人

陈先生。

“今年的高温费你们发了吗？”面对记者的再三提问，陈

先生犹豫地说了“发了”两个字后随即转身离开。与他一同前

来的一名男性工作人员拦住记者追过去的脚步，并直言不讳

地告知不愿意接受采访。“你们工地上共有多少名工人，高温

费发了几个月了？”见记者不愿意离开，这名工作人员简单地

说：“工地上共有60多名工人，高温费已经发放了2个月。”当

记者再次提出到现场采访工人时，这名工作人员立即以“工人

现在正忙，不要打扰他们的工作”“施工现场不安全”等理由一

口拒绝。

无奈之下，记者只好耐心地在工地外等候，半个小时后，

只见两名工人从施工现场走出来，记者立即上前询问。一刘姓

瓦工告诉记者，目前只拿到了一百元的高温津贴，往年都没有

拿过。站在一旁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另一名工人说：“我从没拿

过任何的高温津贴，每天上午6点至11点，下午1点至5点，

每天工作 9个小时，除了 90元一天的工资外，其它的什么都

没有。”

高温津贴为他们送去“清凉”

相对于建筑工地的工人来说，苏扬建苑监理公司的员工要

幸福些。今年39岁的尹乃祥是该公司的一名安装工，在公司工

作已经5年了。他告诉记者：“公司的福利待遇都很不错，每年夏

天不仅有高温费，而且还有防暑降温食品。今年也不例外，目前

已经拿到了400元的高温津贴。”

与尹乃祥同部门的还有小柏与小徐两人。采访中，他们均

表示已拿到第一笔400元的高温津贴。“没想到，我刚来公司上

班4个月，也能像公司老员工一样拿到高温津贴，很开心。”“90”

后小徐笑着说。

离开苏扬建苑监理公司后，记者骑车从文游北路一路向南。

在文游中路农工商超市十字路口处，记者看见，交巡警汪洋正在

指挥交通，短短的帽檐并不能遮挡烈日的炙烤，汪洋脸颊不断流

淌着汗珠。汪洋告诉记者，每天顶烈日工作的确很辛苦，一天工

作下来，湿透的衣服都能挤出水来。从6月份开始，他每月都有

200元的高温津贴。采访中，汪洋双眼一直注视着路上的行人与

车辆，时不时提醒行人注意交通安全。

上午11时许，在盂城路上，一位身着蓝色环卫服的清洁女

工正拿着扫帚清理着街道的垃圾，记者上前向她询问，她停下了

手里的活，笑容满面地与记者聊起来。她姓陈，今年60岁，从事

环卫工作已有5年。她欣喜地告诉记者：“听说今年高温津贴共

有800元，目前已经拿到了200元。我们的工资都是按时发放

的，往年每年也都能按时拿到高温津贴，今年肯定也不会例

外。”

个人企业多不发高温津贴

按照《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修订）规定，不管是雇佣百人

的大型企业，还是雇佣两个人的小作坊，如果安排职工在室外露

天工作，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

下（不含33℃）的，应当向职工支付夏季高温津贴，标准为每人

每月200元，计发时间为6月至9月，共计4个月，且防暑降温

饮料和必需药品不得冲抵高温津贴，如不发放将属于违法行

为。

“你们拿到高温津贴了吗？”记者也询问了身边的几个熟

人，他们中有送餐工、送水工、快递员、房地产销售人员、企业工

人等。面对记者的询问，他们均表示，从来没有拿到过高温津贴，

也不敢与老板据理力争。高温津贴在这些小企业、小作坊中仍是

“纸上风景”。

王先生是高邮一家饮水公司送水工，每天早上7点出门，晚

上10点才结束，无论是严寒还是酷暑，没有假期。“天气太热，

冒着高温送水，浑身是汗，老板连瓶水都不发，更不用谈高温补

贴，以前夏天还发过几条毛巾，今年到现在什么都没有。”王先生

抱怨说：“我们是按送水的数量计算工资，如果去跟老板要高温

津贴，可能就会被辞退。”

“天气太热了，特别是中午，都快中暑了。”为了提高业绩，

邮城某房地产销售人员王小姐几乎每天下乡，到处散发宣传单，

高温天气让她有些“吃不消”。当记者问她是否拿到了高温津贴

时，王小姐惊讶地说：“还有高温津贴啊，我们销售人员是底薪加

提成的，没有别的福利。”

小陆是一名送餐员，每天中午顶着烈日送餐，很容易中暑，

但为了生活，不得不咬牙坚持。他说：“最近天气太热，和老板谈

了好多次，但老板仍是不肯加工资，更谈不上什么高温津贴了。

老板不肯给，我们也没有办法。”快递员夏先生告诉记者，他干了

3年多的快递员了，不清楚什么是高温津贴，公司也从来也发过

高温津贴。

面对高温津贴的问题，龙虬镇一机械企业操作工老陈耸耸

肩对记者说：“高温津贴，没听过、没见过，在厂里上班已有30年

了，没有拿过。”

拨打84615721帮助你维权

在采访中，绝大部分受访者都表示，没有拿到高温津贴。对

此，劳动者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记者采访了市人社局劳动关

系监察科负责人林国富。

林国富告诉记者，往年关于高温津贴的规定，都只是各级

部门指导性意见，有的企业不按规定办，职工也难以维权，社

保部门接到劳动者的投诉后，只能督促企业执行相关规定，不

能强制要求。而今年将有所不同，高温津贴已正式纳入5月1

日起实施的《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修订）。这意味着，从今年

夏天起，高温津贴不再是一项福利，而是一种对特殊环境下劳

动者的补偿，是强制性的规定，用人单位如不按规定支付高温

津贴，不再是违规行为，而是属违法行为，社保部门就有处理

的法律依据了。

林国富表示，近期，市人社局已联合多个部门深入到各高温

作业场所、企业开展检查，如发现企业不按照规定发放高温费，

将依法进行处理。

上夜班、“三班倒”有没有高温津贴？记者采访过程中，不

少企业职工向记者咨询。林国富介绍说，高温津贴发放的条件

只取决于工作环境是否为室外、工作环境温度多少，而跟“朝

九晚五”还是上夜班等无关。如果上夜班期间，办公地温度达

到33℃，就应该得到高温津贴。同时，林国富还提醒广大职工，

如果是在高温下劳作，且单位负责人没有将工作地温度降低

到 33℃以下（不含 33℃），都可以向其索要高温津贴，如果负

责人不予理睬，职工可拨打0514———84615721进行投诉，自我

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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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交通项目建设现场
□ 李久强殷建荣屠志

连日来，烈日当空，酷暑难耐。大多数人都会想尽办法避开

户外活动、寻找清凉，然而在我市省道237二期交通工程建设现

场，施工人员正头顶烈日、脚踩热地，为工程的按时完成坚守在

岗位上。这些可敬的劳动者，用他们辛劳的汗水，为我市的交通

建设默默奉献着。

7月17日上午11时，记者来到省道237二期工程北澄子

河大桥施工现场，此时气温已达32度，地表温度更是超过50

度。记者看到，现场50余名施工人员有的在操作机器、有的在固

定钢架，有的在铺设桥面，有的在焊接作业……整个建设现场呈

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据施工现场的项目负责人介绍，北澄子河大桥全长828.4

米，主桥桥面宽61米，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00公

里，全桥预计在8月底基本建成，届时也标志着省道237二期工

程的全面完成。“7月份以来，由于持续高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工程进度，为了避开高温又不影响工期，项目部在保质量、狠抓

工程建设进度的同时，把防暑降温工作作为维护参建人员合法

权益的重要工作抓实抓好。”该项目负责人介绍道。目前，该工程

的施工时间着重抓两头避中间，当白天气温达到35℃以上时，

11：00至15：00这段时间，工人们不得在阳光直射

下施工作业；气温高于36℃时，立即停止露天施工

作业。此外，项目部还为现场施工人员增加了绿豆

汤、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解暑物品。

在北澄子河引桥的一侧，一个略显“孤独”的

身影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叫金传宝，是施工现场

的一名普通钢筋工，每天的工作是固定整理桥面

的钢筋。为了避开高温天气，工地早上5点就开始

施工，家住车逻的他每天凌晨4点就得起床。“钢

筋工工作除了累就是枯燥。虽然每天的工资达到

200元，但修桥不像建楼，没有遮挡物，到了下午，烈日的暴晒

对于我们这些钢筋工来说是一种煎熬。由于太累，每天晚上回

家后连看电视的精神都没有，躺在床上一会儿就睡着了。”金

师傅告诉记者。

在引桥的另一侧，39岁的焊接工柏文海正与工友紧张地忙

碌着。柏文海告诉记者，他从事焊接工作已有18年之久，“每天

6点上班，虽然避开了高温时段，但工作量没变。工期已经下达，

完成工作任务是我们的责任。即使像今天这样有风的气天，作业

一个下午，穿的衣服还是像刚洗过的，又重又湿。你看旁边那个

1.5L的可乐瓶，我一天要喝上5瓶水！”尽管工作又苦又累又

热，但看着如此壮观的大桥正一天天地接近完工，柏文海略带兴

奋地说：“能为这么大的工程建设添一份力，我们感到挺自豪的。

当大桥竣工通车的时候，会很有成就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