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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炎炎，如何帮助户外劳动者安全度过“烤验”？

本报讯（记者康劲）近日，甘肃

省政府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通报 2023 年度全省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情

况，兰州市被评定为 A级，受到通报

表扬。其中，兰州市依托“大数据+
网格化+铁脚板”模式的做法，受到

各方关注。

据悉，在定期开展集中整治拖

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专项行动的基础

上，兰州市将全市范围内 1015 个工

程建设项目纳入“陇明公”平台，实

现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即时监管，

累计为 14.55 万名农民工发放工资

51.40 亿元。通过畅通多部门信息

双向推送，对欠薪信息实施“逐条筛

查+分析研判+核实查处+跟踪处

置”全流程闭环处置机制。

记者了解到，“陇明公”平台是

甘肃省人社厅牵头组织开发建设的

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公共服务平

台。该平台聚焦解决“有钱发、发给

谁、发多少、谁来发、谁兜底”的问

题，以实名制信息化管理为基础、银

行代发工资为保证、多功能预警管

理为支撑、按时足额支付工资为目

标，将用工单位及农民工基本信息、

考勤等内容纳入平台实时动态监

管，变被动“清欠”为主动“防欠”。

在线下，兰州市开展拉网式、地

毯式、起底式欠薪隐患排查；推行

“开工前面谈交底”，纠正企业用工

问题；常态化组建“维权流动工作

组”，开展蹲点督导，形成多维度、立

体式源头监管预防的治理体系。

据介绍，兰州市对一般问题及

时处置、复杂问题清单销号、疑难问

题提级督办。2023 年以来，全市 62
起立案全部办结，对 585 起协调案

件执行“清单交办、跟踪督办、整改

销号、跟踪回访”闭环管理，向公安移送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违法案件 22 起，公布重大劳动保障违法案件 4 批 47 件，列

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4批 33户。

同时，实施“即接即转”工作机制，受理并按期办结民情通

热线 1.91万条，全国根治欠薪线索反映平台案件线索 1.7万条，

甘肃省“陇明公”欠薪线索反映平台欠薪线索 6380条，100%按

时回复。在兰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调解暨新业态劳动者维

权中心，专设农民工工资争议速裁庭，提升案件办理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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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友婷 高子立 田国垒

今年入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一些地方最高温突

破历史极值。建筑工人、保安、导游、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

户外劳动者直面“烤验”、坚守一线。

热浪之下，劳动者的工作和健康状况备受关注。他们

有高温津贴吗？高温天气下能错时户外作业吗？因工作中

暑能认定工伤吗？针对高温下的劳动热点问题，《工人日

报》记者在北京、深圳和济南等地开展了实地探访。

一些户外工作难以避开高温时段

脱下袖套、头盔，连续送了 5小时外卖，网约配送员李添

喜回到家吃上午饭，已将近 16点。“上午高峰时段最忙，订单

特别多，不可能休息。”记者采访当天，深圳最高温 33 摄氏

度。当天，他的排班是 10点半到 15点半、17点半到 24点。

“以前没有套防晒袖套，穿着短裤就上岗，直接被晒掉

皮了。”自从前几年送外卖途中中暑后，李添喜就养成了一

个习惯，天热时，送餐前先喝一瓶藿香正气水。

谈及高温劳动，从事导游工作 14 年的李特向记者倾诉

“苦水”：“我和周围很多同行都有晒伤的经历，脸颊、额头、

手臂通红，碰到热水有刺痛感……”

李特透露，尽管能通过合理安排行程，尽量避免在高温

时段选择户外景点，但进入暑期旅游旺季，游客多，大部分

景点都需要排队。导游一般先将游客带到阴凉地等待，自

己赶去排队买票，“排队、沟通停车点、找临时安置或接送游

客的阴凉地等，都是导游难以避开的高温户外工作。”

广东鹏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谈自成介绍，根据《防暑降温

措施管理办法》，在高温天气期间，用人单位应根据生产特

点和具体条件，采取合理安排工作时间、轮换作业、适当增

加高温工作环境下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和减轻劳动强度、减

少高温时段室外作业等措施。

“这两天，平台有个高温关怀金活动，在特定时段内完

成规定单量，就能领取 20元奖励，但很难完成。”李添喜向记

者展示了这笔“有条件”的高温关怀金。 国家特级导游刘艳

红坦言，中国注册导游约为 65 万，超七成是自由职业，没有

与旅行社签订劳动合同，无法享受到高温劳动保护待遇。

“目前的司法实践中，一般是在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

下，用人单位才需要支付高温津贴。”为维护劳动者在高温

时段作业的权益，谈自成建议进一步明确高温津贴的适用

人群，应包括与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劳务关系、承揽关系等

的所有从业人员。

一些单位以清凉物资冲抵高温津贴

“我们每个月的工资是固定的，没听说有高温津贴。”近

日，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附近某小区保安张大爷对记者说，

他从外地来京从事保安工作已有 3年，未收到过高温津贴。

张大爷告诉记者，每年夏天，他所在的物业公司都会搭

起一顶帐篷，用来遮阳，还会送来绿豆汤、矿泉水、藿香正气

液等。“正午，公司不会强制要求我们暴露在室外。”

当记者向张大爷介绍北京市高温津贴标准时，他表示

不知情，也从未有人和他说过有高温津贴。“既然大家都没

开口要，我也不想冒头。”

在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附近某建筑工地外，记者就高

温津贴发放一事随机采访了几位工人。“我们干一天结一天

的工钱，包工头没和我们提起过高温津贴，我们也没拿到

过。”一位工人说，工地每天会送两趟矿泉水和绿豆汤，用来

防暑，包工头也会叮嘱他们施工时避开最热的时段。

记者采访了解到，一些建筑工人、保安、外卖配送员等

群体并未拿到过高温津贴，有的只是以“防暑降温饮品”或

“清凉物资”等名义发放的矿泉水、绿豆汤、冰棍、藿香正气

液等物品。

“高温津贴与防暑降温物品不是一回事，更不可取而代

之。”北京海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赵璐凯介绍，根据《防暑降温

措施管理办法》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

位津贴，且高温津贴纳入工资总额。

赵璐凯表示，高温津贴标准由省级人社部门会同有关

部门制定，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适时调整。高温津贴

不等于防暑降温费，区别在于，前者是工资的组成部分，只

能是货币支付；后者属于福利，不计入工资总额，可以是货

币形式，也可以是发放物品等形式。用人单位不得用饮料、

防暑药品代替高温津贴的发放。

根据北京市规定，高温津贴应在每年的 6 月至 8 月发

放。发放标准为室外露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不低于 180元；

在 33℃（含 33℃）以上室内工作场所作业的人员，高温津贴

为每人每月不低于 120元。除发放高温津贴外，还应为从事

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提供防暑降温饮料和必

需药品，不得以高温天气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等为由，

扣除或降低劳动者工资。

职业性中暑申请工伤认定存堵点

顶着炎炎烈日，一天派送200多件快递，上下爬楼几十趟，

这是山东省济南市某片区快递小哥张朗坚守在岗的寻常一天。

张朗告诉记者，高温天气下，生鲜冰饮等订单激增，他

每天骑车超过 20公里，碰到老旧小区搬运重物，一次上下楼

就能大汗淋漓。“衣服能湿透好几遍，干了湿、湿了干，配送

车上放的水都是 1升的桶，一天能喝好几桶。”

前些日子，由于持续升温，张朗派件时突然中暑晕厥，

就医后想要申请工伤赔偿，但第一步就遇到难题，因为他没

有签订用工协议，无法提交劳动关系证明。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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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实践中，一些劳动者和张朗一样，出现职业

性中暑后，面临认定难、维权难。

“职业病诊断，首先得进行劳动关系确认。但对于很多

外卖送餐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来说，因未与用人单位签

订劳动合同，一旦发生热射病等情况，很难被认定为工伤。”

山东崇辨律师事务所朱晓凯律师同时介绍道，防暑降温取

证困难，对于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

摄氏度以下的，大部分用人单位没有工作场所温度记录，即

使有也基本是单方面记录，法律上也没有记录的强制要求。

“职业性中暑的工伤认定流程、鉴定程序、鉴定机构职

责都直接影响着劳动者工伤认定的效率。”四川恒和信律师

事务所主任李正国建议，针对当前就业形态灵活性和多元

性趋势，有必要优化认定程序、简化认定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谢增毅建议，劳动

者应增强维权意识和证据意识，保留考勤表、工作环境温度

等能够证明工作环境已达到发放高温津贴标准的证据。

“高温作业劳动保护涉及不同部门，应加强协调、形成

合力，加大对拒不履行义务的用人单位的处罚力度，共同助

力‘因工中暑’不再处于权益保护‘死角’。”谢增毅说。

湖南推动建设就业服务“一张网”
本报讯（记者王鑫 方大丰 通讯员曾鹤群）打开“湘就

业”小程序，选定任一区域，就能获取“我的 15 分钟就业圈”，

查看附近企业、岗位、招聘会、零工市场……这是湖南打造全

省精准匹配高质量就业服务平台的最新应用场景。

记者日前从湖南省人社厅获悉，全省各市州正积极推动

就业服务全省“一张网”、中部地区“一张网”、省直部门“一张

网”建设，最大限度解决就业平台分散、岗位信息碎片化问题。

汇集岗位一网发布。湖南将把“湘就业”平台打造为省

级求职招聘信息平台，采取系统对接、批量导入、企业入驻等

方式，全面汇集各级公共就业求职招聘信息并集中统一发

布，同时加强岗位精准匹配和主动推送。

集合功能一网通办。湖南将加快公共就业服务数字化转

型，拓展就业服务线上办理事项，在“湘就业”平台开设更多服

务专区，提供求职招聘、创业扶持、补贴直发等线上就业服务。

集成平台一网指挥。通过打通“湘就业”与市州公共就

业招聘平台的系统对接和数据交互通道，探索接入市场化人

力资源服务的岗位信息，共享其他部门相关数据信息，推动

业务经办广泛协同和便民利民。

宁夏开展葡萄酒产业从业人员职称评审
本报讯（记者马学礼 李静楠）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

社厅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工程技术系列葡萄酒工程专业技

术职称评审条件》（试行），旨在结合宁夏地区葡萄酒工程专

业技术人员队伍的发展现状，以科学、客观、公正的原则评价

其专业水平和业绩贡献，进而培养起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

理、充满活力的葡萄酒工程专业技术人员队伍。

据悉，这是宁夏首次针对葡萄酒产业从业人员开展职称

评审工作，主要面向宁夏地区涉及葡萄酒工程的企事业单位

和社会组织中的专业技术人员，涵盖葡萄栽培、葡萄酒生产、

科研、质量、营销等领域。基于上述领域专业技术人员的职

业特点和专业属性，将评审划分为葡萄栽培、葡萄酒生产、葡

萄酒科研、葡萄酒质量及葡萄酒营销等五个专业方向。职称

评审设初、中、高三级，分为助理工程师（初级）、工程师（中

级）、高级工程师（副高级）及正高级工程师（正高级）。

近年来，宁夏葡萄酒产业的影响力显著增强。此次启动

葡萄酒产业从业人员职称评审，不仅为相关技能人才的成长

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和路径，还将激发他们提升专业技能和综

合素质的积极性，为产业发展提供坚实而有力的人才保障。

重庆沙坪坝：长护险新政催热养老护理培训
本报讯（记者李国 通讯员赵杰昌）记者了解到，重庆长

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范围从重度扩大至中度失能人员后，养

老护理员的需求量大增。不少求职者看好养老服务业发展

前景，纷纷参加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培训，这也催热了职业

培训机构的订单量。

近日，在沙坪坝区科讯职业培训学校举办的长护险养老

护理员培训班上，授课老师正在为学员们讲解老年人慢病护

理技能。

“今年报名参加培训的人较多，目前我们已连续举办了两

期，这期是订单式培训，学员培训结束后，马上就能上岗就

业。”据科讯职业培训学校负责人介绍，这些学员将系统学习

老年人护理职业道德、饮食照料、心理护理、慢病护理等技能。

记者在现场看到，参加培训的除大龄求职者外，还有一些

学历层次较高的年轻人。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周科今年

21岁，刚毕业的他学的是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我想

通过培训找一份相关工作，积累工作经验，谋求更大的发展。”

据了解，目前，重庆长护险养老护理员大都实行计时工

资制，基本工资 4500 元至 5500 元，高的有 7000 元至 8000 元。

随着长护险政策进一步扩面，未来对这方面的人才需求也会

越来越多，职业发展前景更加广阔。

本报记者 毛浓曦 本报通讯员 李小艳

时至今日，曲志欣仍然把他全国劳模的

奖章和参加工作时的第一身工作服珍藏在一

起。作为陕煤集团黄陵矿业公司首位全国劳

模，他自建矿之始干到如今，已 34年，工作服

见证了他个人伴随企业发展的成长，也蕴藏

着他对企业、职业的情感。

1989 年 9 月，第一批矿区建设者来到陕

西黄陵，从一片河滩地里起家。

曲志欣作为其中一员，刚参加培训时，便

领到第一套工作服。“那是一套靛蓝色劳动布

工装，结实耐穿、吸湿透汗、抗静电，适合井下

作业。”

那时的工服还不是量身定制，瘦高的曲

志欣穿着不是很合身。后来工服的发放随着

煤炭市场的起伏而变化，效益好一年一套，效

益差就保证不了。曲志欣回忆，每次完工后，

从头到脚都是煤尘，被人叫作“煤黑子”。

但曲志欣不管这些，他相信要真正让人

看得起，得有真才实学。他抓住各种机会，学

习采煤工艺。1994 年，在黄陵矿区劳动竞赛

中，他和工友们取得了单机月成巷道 1402.2

米、超过澳、英等国同行的好成绩。

2014 年 4 月，时任一号煤矿综采三队队

长的曲志欣，带领队伍在全国开创了薄煤层

智能化开采的先河，实现了百万矿工地面采

煤的梦想。与此同时，煤炭工人的形象也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工人穿着矿上发的西

装、打着领带，坐在地面采煤，“煤黑子”成了

“煤亮子”，甭提有多神气了。

黄陵矿业重视民主管理，每年职代会都

会征求一线职工关于劳保用品的意见。

而对井下工装改进，曲志欣作为职工代

表，他亲身体验着各种特殊环境和爬、伸、屈

等各种动作对工装的要求，然后他把意见反

馈给矿工会，工会联系生产厂家，经过多次改

版、打样，让职工反复试穿体验，从衣领、口

袋、裤腰、裤腿多处进行了改进，阻燃级别、理

化性能、接缝强力等指标都不同程度得到完

善。最终设计出安全、舒适、更符合人体工学

的井下工装。

“如今的矿工服质感好了，款式好看了，

颜色也丰富，有蓝色、红色、橘色，入井的装备

又酷又实用。工装变化的背后，是企业对劳

动保护的重视，是矿工幸福指数的提升。”曲

志欣说。

矿 山 上 的 工 装 故 事

本报讯（记者李丹青）近日，人社部印发

通知部署启动 2024 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

业服务攻坚行动，将于 7 月至 12 月，以“助力

攻坚 就创青春”为主题，对 2024届离校未就

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政策

落实、招聘对接、困难帮扶、能力提升、权益维

护等不断线就业服务。

通知明确，为未就业毕业生等青年提

供求职指引和便利，集中发布致高校毕业

生一封信和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清单、

就业创业服务清单、就业创业政策清单。

推广未就业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开放

线上线下求助渠道，允许未就业毕业生在

户籍地、常住地、求职地进行失业登记或求

职登记。

同时，对未就业毕业生等青年落实实名

就业服务，提供至少 1 次政策宣介、1 次职业

指导、3 次岗位推介、1 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

习机会。实施困难帮扶专项行动，将脱贫家

庭毕业生、残疾毕业生、长期失业青年和求职

补贴发放对象纳入帮扶台账，推进分层分类

就业帮扶，优先提供指导服务，优先推荐就业

岗位，优先开展培训见习。

通知提出，开展政策进校园、进社区、进

企业活动，公开办理流程，明确办理时限，推

行“直补快办”“政策计算器”等服务方式。推

进“职引未来”系列招聘，广泛收集有利于毕

业生发挥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开展专业化、

行业性、分区域的招聘活动。

未就业毕业生较为集中的城市和用工密

集的地区每周至少举办 1 次专业性招聘活

动，每月至少举办 1 次综合性招聘活动。推

动高效办成毕业生就业一件事，优化就业政

策经办服务，推进档案转递、补贴申领、社保

缴纳、落户手续等政策服务“一件事打包

办”。组织青年求职能力实训营，推出有针对

性的培训项目，实施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

计划，帮助青年尽快实现就业。

通知要求，强化就业权益保障，整治虚假

招聘、就业歧视等违法行为，发布求职陷阱提

示，加大防电信诈骗宣传，提升毕业生防范就

业风险意识。加强就业宣传引导，挖掘一批

就业创业青年典型，引导未就业毕业生等青

年从实际出发选择职业和工作岗位，多渠道

实现就业创业。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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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施工人员在中铁大桥局杭州湾梁场绑扎钢筋。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图②：国网银川供电公司带电作业中心员工在进行带
电作业。 新华社记者 王鹏 摄

图③：中铁十二局工人在河北雄安新区大河片区安置
房项目建设现场洗脸解暑。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图④：保洁员在西安浐灞国际港一处工会驿站领取绿
豆汤。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