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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高温津贴走出季节话题

非常道

专家：
流动摊贩是应急之策也是经济常态

疫情下，流动摊位再次回归，获得一片点

赞。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说：“很

多门铺因房租、人工费等较高，有点办不下去

了。摊贩成本低，既对就业有帮助，还能增加消

费、满足人民需求。我们要支持这种小微企业，

保住自己也稳住社会，是好事。” @央视新闻

进入夏季，全国

多地迎来高温，你的

工资或将多一笔钱

——高温津贴。快

来 看 看 ，你 能 领 多

少？目前已有 28 个

省份公布了高温津

贴标准。这 28 个省

份中，高温津贴分为按月、按天和按

小时发放三类。从发放时长来看，在

明确规定高温津贴发放时间的省份

中，多数省份是在6月至8月或9月之

间。（5月31日中新经纬）

近些年，高温津贴几乎是季节话

题，逢夏必热。尽管从 2015 年开始，

每年国家相关部委都会出台关于做

好夏季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各地根

据通知的要求也相应制定和完善了

相关办法，而执行情况仍然不是很理

想，除了部分企业漠视劳动者权益之

外，也还存在不便执行的短板。

一是“鸡肋”福利。高温津贴的

标准实行静态标准，或按天或按月计

算，标准调整滞后于工资与物价增长

水平，一个标准执行多年，一个夏季

几百元，形同“鸡肋”。同时，计算方

式复杂，多地的高温津贴，发放分行

业、分室内室外，有的还区别实际温

度按天计算。概括来说，就是金额有

限，还不便于掌握，影响操作。

二是“纸上福利”。高温津贴一

直都被定位为劳动福利的范围，主要

政策依据是《防暑降温管理办法》，津

贴只是高温条件下劳动保护措施之

一，并没有上升到法律法规的层面，

各地做法各异，办法宽泛性规定多，

保障性措施少，这也是导致高温津贴

缺少常态化的执行环境，往往监管严

一点、检查多一点，落实得就好一点，

力度稍有减弱就会反弹。

高温津贴更宜纳入劳动用工范

畴内规范，成为用工保障的一部分，

纳入到工资的设计中，作为劳动者

的权益之一，进行常态监管。一方

面，高温津贴与职工工资挂钩，占到

一定的比例，比例的多少视行业实

际适度差别化，便于实际操作；另一

方面，高温津贴作为劳动用工的组

成部分，除了应写入相关的劳动法

律法规之外，还应纳入劳动合同、劳

动维权、工资支付保障等事项内调

节，并在监管之中有一席之地，破除

执行上“最后一米”的障碍，更多把

保障落在平时。

微声音

午睡1小时，大脑年轻5岁
宾夕法尼亚大学刊登在《美国老年医学学会

杂志》上的研究称：午睡1小时让大脑年轻5岁。

与每天午睡1小时的人相比，不午睡的人认知能

力下降的风险增加 4~6 倍；与午睡 1 小时以上的

人相比，午睡1小时的人测试成绩更好。

@生命时报

热点冷评

不能将自热食品游离于安全监管之外
□ 吴学安

时事乱炖

在直播带货的风潮下，便利、个

性化的自热方便类产品备受消费者

青睐。除了海底捞、小龙坎等传统

的火锅品牌推出旗下方便火锅产

品，良品铺子、三只松鼠等休闲食

品企业也积极布局，自热火锅行业

呈井喷式发展的背后，最大的挑战

是安全问题，发热包质量参差不齐

导致的爆炸事件时有发生，引发消

费者通过各种网络渠道进行投诉。

（5月31日《北京青年报）》

所谓的“自热”，其实是通过化

学反应，释放出大量的热量，将预加

工好的食材加热。问题在于，与传

统方便食品仅关注食用安全不同，

自热食品食用过程还有一定的“燃

爆”危险性。有实验证实，一些“自

热食品”的加热包，遇到水后在 3~5

秒钟内即刻升温，温度高达 120℃以

上，同时释放出大量的蒸汽，如果这

些蒸汽在密封的包装内，还可能引

起爆炸。

近年来，自热食品悄然兴起，受

到了众多“懒人”和出门旅行者的追

捧。然而，看上去方便简单的自热

食品，却隐藏着种种安全隐患。一

旦加热包发生破损或膨胀，极易引

发危险。事实上，当前的自热食品

行业仍缺乏统一的国家标准，由于

标准缺失，导致行业准入门槛较低，

发展十分粗放，一些大品牌虽然出

台了自己的企业标准，但也良莠不

齐，各厂家“自成一派”的生产和营

销方式更加剧了自热食品带来的安

全风险。

毋庸讳言，对待“自热食品”还

需更多理性共识，除了对于公共安

全的考虑之外，也不能放任生产营

销的无序泛滥。一是消费者应有科

学理性和环保意识；二是在管理上对

“自热食品”的用途与范围予以严格

限制，既然自热食品有爆炸风险，那

么就不应只在特定场所禁用，而应当

从源头彻底消除安全隐患。也就是

说，自热食品不能游离于监管之外。

从安全角度出发，为自热食品制定国

家标准很有必要也很迫切。只有规

范自热食品生产标准并严格监管，明

确限制使用范围，谨防无标准的生产

及无限制的使用，才能促进行业良性

发展，让消费者安全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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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须虫

破解学生“防溺水”难题
须多措并举

□ 付 彪

近期，广西、河南、陕西等地分别发生多起学

生溺水事件，多名学生溺亡。国务院教育督导委

员会办公室特发布2020年第2号预警，提醒各地

教育部门和学校举一反三，多措并举，会同有关

部门进一步强化防溺水工作，把工作做实做细，

尽最大努力防止此类事件发生。（5月29日《新京

报》）

学生因玩水、野泳导致溺亡悲剧，每年夏季

都会上演。每当此时，有关部门都会发出预警和

通知，强调加强安全教育、强化风险防控、搞好联

防联控，但在具体落实上往往并不坚决、工作并

不扎实，效果也似乎还不明显，学生溺水事件时

有发生。因此，必须多措并举织牢学生防溺水

“安全网”。

首先，要把防溺水方面的教育搞细、搞实。比

如，警示牌的内容是什么，其危害有多大，家庭、学

校和社会都要广泛进行宣传，加强警示教育。尤

其要针对孩子们的特点，多用现实案例、直观图

像、交流互动等方式，把远离危险、安全避险的重

要性和方法讲清说透，使之牢记于心，让孩子们真

正认识到生命的宝贵，而不任性做危险的事。

其次，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本区域内河流、

湖泊、坑塘等重点区域的隐患排查治理，不仅

要在危险水域设置安全警示牌，还应根据实

际，加装安全隔离带、防护栏等，及时发现和消

除安全隐患。同时，组织民间河长、志愿者等

加强日常巡查，形成联防联控机制，做到分工

明确、常备不懈，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高效开

展救援和处置工作。

同时，要督促家庭切实履行监护人的责任。

尤其是孩子放学、放假后，监管责任从学校转移

到家长手中。针对夏季溺水事件高发的现状，家

长要特别引起警惕，加强对孩子的看护，让孩子

尽量远离河岸、池塘边等无防护栏的水域，以防

失足落水。

此外，破解“防溺水”难题的重要措施之一就

是教会学生游泳。今年全国两会，就有人大代表

提出建议，将游泳技能纳入中小学义务教育必修

课，各级财政加大对中小学游泳教育经费投入，

新建中小学把建设标准游泳池纳入建设规划。

舌尖上的风险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