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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4点，北京美团配送骑手王
朝凤在送完第30单后，一口气喝完
了大半瓶矿泉水。“今年高温来得更
早，也来得更猛。”王朝凤说。

受强势暖气团影响，北京自7月
17日起已连续出现3天高温天气，每
日12时至16时平原地区最高气温
均在35℃以上。国家气候中心服务
室副主任李修仓预计，今年夏季，全
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
温日数偏多。

对于如王朝凤一样的配送骑手
来说，跟随高温而来的，还有增长的
订单。高温天气下，快递小哥配送的
矿泉水、饮料等水饮消费增加，这些
物件较重，配送也更吃力。

“公司为快递员配备了帽子、面
巾等防暑装备，站点也配置了藿香正
气水等夏季常用药。”菜鸟速递太原
龙城站站长王帅说。

记者采访了解到，今年美团、菜
鸟速递等公司大都为外卖骑手、快递
小哥免费发放防暑物资和药物，调整
优化配送范围和取送路线，并发放

“高温关怀金”等专项补贴。
“我们根据高温天气情况适时启动

应急机制，为骑手提供配送补时服
务，剔除因高温天气造成的差评，同时
动态调整配送半径，减少骑手暴露在
户外的时间。”美团配送有关负责人说。

调整优化作业时间和工作环境
被多地列为高温劳动保护的重点。

山东要求，用人单位要合理
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的户
外工作时间，尽量避开酷热
时段作业；陕西要求，适当
增加劳动者休息时间和轮
换班次。

在北京轨道交通28

号线1标项目建设工地，项目部调整
了施工时间，早上开工时间由原先的
7点调整为6点，下午从2点调整为4
点；在广西，南宁市兴宁区调整环卫
工人作业时间和模式，高温时段以快
速保洁和机扫保洁为主。

持续高温下，城市用电负荷增
加，地下电缆巡检频次加大。记者日
前随国网洛阳供电公司配电运检员
宋克俭来到地下电缆井内，一股湿热
气体扑面而来，体感温度远高于地
面。10多分钟后，宋克俭的工作服
就被汗水浸湿。

“高温巡检很容易中暑。今年公
司为运检人员配备了液冷循环清凉
背心，遇到需要检修、长时间作业的
地方，作业人员就穿上清凉背心下
井，接上电源后背心会启动冷风循环
系统，自动吹出冷风，能有效降温消
暑。”宋克俭说。

7 月 22 日迎来
大暑节气。全国多
地高温来袭，预警信
号频频亮起，高温下
的劳动者面临“烤”
验。

记者日前走访
北京、河南、安徽等
地发现，相关部门和
单位通过优化工作
时间、工作环境、发
放补贴等举措，加强
对劳动者的保护。
但部分地区和行业
仍存在措施落实不
到位和一些劳动群
体被忽视的情况。

随着全球变暖加剧，近年来，我
国高温天气呈现首发日期提前、发
生频次增加、影响范围变广等特点。

“有必要完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
办法中对高温劳动者的定义。”张西
峰表示，劳动关系的形成并不以是否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为准，只要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在实质上形成用工关系，
就可以被认定劳动关系成立。

张西峰表示，一些建筑工人、农
机手虽然未签订正式合同，但与用
人单位之间存在实质上的用工关
系，是高温天气下户外劳作的主要
群体，应受到高温劳动保护。

针对职业性中暑工伤维权难，
张西峰建议，工伤认定机构应充分
利用大数据收集相关材料，联动劳
动监察机构督促用人单位提供必要

材料；职业病鉴定机构要总结和优
化职业性中暑鉴定程序；检察机关
也要进一步加强法律监督。

“劳动者要注意保留考勤表、天
气预报等能够证明工作环境的有效
证据，保管好医疗机构出具的载有
明确病因的诊断书，这有助于维护
个人权益。”张西峰说。

许光建建议，各地应视情做好高
温预警和劳动保护提醒，督促用人单
位在工资发放中明确标注高温津
贴。对于少发漏发高温津贴的用人
单位，可进行提醒，严重的要处罚。

“高温天气只有一段时间，但对
劳动者的关怀应是长久的。”许光建
说，社会各方应当积极行动、互相配
合，努力给劳动者更多尊重和关爱。

据新华社电

下午1点，在安徽省滁州市南
谯区一处建设工地，水泥工张庆（化
名）短暂休息后，便开始了工作。不
到半小时，张庆就浑身湿透。带着
盐分的汗水冷不防流进眼里，他拿
起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拭。

根据有关规定，出现高温天气
时，用人单位要及时向符合条件的
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没发过，也
没听说过。”当被问及是否发放过高
温津贴时，从业15年的张庆笑着摇
摇头。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张西峰表
示，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
有不少未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建筑
工人，流动性较强，还未得到实质性
的政策保护。

如张庆一样，一些在田间地头
灵活就业的群体也“游离”在高温劳
动保护之外。

“每天大概要收割四十亩，只能
在午饭时休息一个小时。”江西省宜
春市高安市某农业合作社农机手张
元（化名）说，“我们没法避开高温时
段工作，没有收到过高温补贴。”

2012 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全国总工会等部门发布的防暑
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对高温劳动保

护工作作了系列部署，其中明确办
法适用于存在高温作业及在高温天
气期间安排劳动者作业的企业、事业
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

“但从实践看，与用人单位签订
了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更容易受
到高温保护，未签订正式合同的建
筑工人、农机手等群体很难得到高
温劳动保护。”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教授许光建说。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规定落实
不到位、打折扣，也造成一些户外劳
动者难以得到保护。

根据有关规定，劳动者因高温
作业或者高温天气作业引起中暑，
经诊断为职业病的，享受工伤保险
待遇。“但由于医疗卫生机构诊断能
力有限、用人单位不配合提供相关
资料、认定程序复杂繁琐等，职业性
中暑工伤认定还存在维权难问题。”
张西峰说。

高温津贴发放也有待进一步完
善。目前，全国多地针对高温津贴
标准作出明确规定，每月补贴标准
为100元至300元。但记者梳理发
现，一些地方标准过于复杂，部分用
人单位对有关规定知晓程度不高、
重视程度不够，少发漏发高温津贴。

一部分高温作业群体尚处保护之外

进一步完善保障机制

重点群体高温保护如何？

多地高温来袭
如何更好
劳动者？保保护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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