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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举 说
法

民生权益

案例 江某于2014年1月入职安徽省某河道
工程公司从事工程项目工作，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
合同。根据工作安排，江某需长期在户外进行作
业，一年四季均如此。2019年4月，江某离职，随后
申请劳动仲裁，主张公司支付2014年至2018年防
暑降温费4500 元，被驳回。江某不服，诉至法院。
法院支持了江某的诉求，判决公司向江某支付降暑
降温费4500元。

评析 某河道工程公司应当依法向从事高温

作业的员工支付高温津贴。

向从事高温作业的员工发放高温津贴是用人

单位的法定义务。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

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 17条规定，“劳动者

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用人单位

安排劳动者在 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

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

工资总额。”

高温津贴的标准和发放期间各地不同，有按月

计发的，也有按天计发的，发放期间一般为每年的6
月至8月，其中海南省发放时间最长，为每年的4月
至10月。我省采用按天计发的规定，没有规定具体

的发放周期，原则上只要当地气温达到高温标准的，

用人单位都应当向高温作业的员工发放高温津贴。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部门于 2018年
联合发布《关于调整我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规

定高温津贴的标准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15元。

高温津贴不得计入员工正常工作时间工资。

《安徽省最低工资规定》第 10条第 2项规定，“在确

定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是否低于当地最低

工资标准时，下列项目不计入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

者的工资：……（二）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

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可见，

高温津贴属于双方员工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以外的

额外补贴，用人单位应当额外发放。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 11条第 2款还规

定，“防暑降温饮料不得充抵高温津贴。”根据《劳动

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高温作业的员工供给

足够的、符合卫生标准的防暑降温饮料及必需的药

品，不得以发放钱物替代提供防暑降温饮料。

本案中，江某长期从事高温作业，公司从未给

其发放过高温津贴，依法应当补发。 （谢炳城）

员工高温作业
单位应发放高温津贴

从8月1日开始，合肥从持续梅雨直接切换到“烧烤”模

式，连续一周出现 35℃左右的高温天气。作为合肥市的重

点项目，安徽三建工程有限公司合肥市中心图书馆项目部

也立即从战内涝转换到战高温的“战斗”中。

科学安排 高温高产
8月8日，烈日下满脸汗水的项目负责人谢克宝一脸兴

奋，他指着已经施工到二层的合肥市中心图书馆的主楼主

馆工地说：“天热我们也有办法干！抓两头歇中间，充分利

用低温时段。这主楼的一楼顶板混凝土我们就是连夜浇筑

的！”

为了按期完成混凝土浇筑目标任务，合肥中心图书馆

项目部针对高温天气精心安排，科学筹划，首先确定了利用

夜间开展一楼顶板浇筑的方案，一方面避开了白天的高温，

另一方面也解决了项目周边翡翠路和祁门路白天交通繁

忙，不利于混凝土搅拌车运输的难题。为了确保浇筑顺利

进行，项目部安排轮班，近 50名工人连续作业，从 8月 5日
24时至 6日 12时，奋战 12个小时，完成主楼一层顶板近千

立方混凝土浇筑，总面积近4000平方，比原计划提前2小时

完成任务。

为了确保此次浇筑工作的顺利进行，自 8月 3日开始，

项目每天有近 300人在工地上集中进行前期的钢筋绑扎和

模板支设等工作，为顺利浇筑做好前期工作。

无惧高温 “汗”卫进度
8月11日上午8时，合肥市中心图书馆施工现场一片火

热的大干场景，各类大型机械正在运转，电钻电锯桩机作业

声持续不断；在项目部办公区门口，暑气蒸腾，脚手架正有

条不紊地迅速搭设……上百名工人正在各自的岗位上紧张

施工，有的在进行外墙卷材铺设，有的在开展模板支架、钢

筋绑扎，他们个个汗流浃背，项目管理人员也在工地上来回

奔忙，炎热的天气丝毫没有阻拦项目抢进度促超产的热情。

项目安全负责人葛茂海每天都在现场进行安全巡查。

进入七八月份，每天微信运动上葛茂海的步数从三万步增

长到近四万步。他说：“越热越得提高警惕，高温天气下，人

容易忽视安全，我就要比平时更多跑现场提醒大家！”

顶板浇筑的时候，质量员吴培从8月5日24时一直干到

6日中午12时浇筑完毕。吴培说：“这次浇筑区域含型钢混

凝土结构，核心筒部位施工难度较大，在现场看着，心里才

踏实。”为了确保工程质量，吴培常常拿着塔尺在炎炎烈日

下进行控制标高，黑里透红的脸色是战高温的“标志色”。

为确保施工人员的安全健康，项目部合理调配作息时间，

“干两头、歇中间”，采取勤倒班的方法缩短一次性连续作业时

长；工人宿舍全部配备空调，并将农民工学校暂辟为工人避暑

休憩场所；及时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每天确保高温一线的施工

人员有绿豆汤、纯净水等消暑食品，并购买了防暑药品，保证

人员健康，推进项目高质量快速推进。 （汪利民 关凯）

8月 10日上午，天空下起了小雨，潮湿闷热的感

觉挥之不去。在中国宝武马钢炼铁总厂炼铁一分厂

高炉生产现场，一派火热的繁忙景象。

“一号制粉，一号制粉，请将 1号高炉 27号枪送

煤……”炉体管理工汪孝保一边用对讲机与制粉车

间在线沟通联系，一边用看火镜通过风口窥视孔观

察炉内喷枪喷吹情况。在近 50摄氏度的高温炙烤

下，汪孝保的工作服早已湿透，汗珠顺着脸庞不断往

下淌。他用衣袖擦了擦脸上的汗水，一丝不苟地进

行着操作。

松开紧固螺栓，将喷枪打入炉内，再用扳手管钳

旋转微调喷枪出口位，紧固螺栓……在汪孝保一边

观测一边发出指令的引导下，一系列娴熟的调枪动

作在同样汗湿衣背的翟雪峰手中连贯而出。

调整一支喷枪平均时间约两分钟左右，高炉风

口平台一圈转下来，每次要调十几支以上。高炉本

体与下方铁沟散发的热量，加上夏季环境温度，工作

点的气温一直保持在 50摄氏度左右，犹如“蒸笼”一

般，纳凉用的鼓风机吹来的也是阵阵热风，操作工完

成一次操作等同于洗了一次“桑拿”。

一圈忙下来回到中控室，空调凉风吹拂让人倍

感凉爽，冰箱里备满了冰水冷饮，满身汗水的汪孝保

和翟雪峰各拿起一瓶矿泉水咕咚咕咚一饮而尽，随

后汇报交接巡检操作情况。此时中控室内的同事也

没闲着，他们紧盯着大屏幕上的风口成像监控画面，

查看喷吹状态，准备煤枪下一轮的调整。

“调枪只是喷枪日常维护管理中的小活，遇到大面

积堵枪或是煤枪磨损需在线更换时，对我们才是真正

的考验。为防止高温高压物料在插抢操作中喷溅伤

人，必须要穿隔热服，戴防护面罩，三米长、四十斤重的

喷枪插入近4公斤压力的炉内，调整好枪位再到正常喷

煤，是对精神意志和体能的双重考验。一趟下来，冬季

都是一身汗水，三伏天可想而知。”正在现场指挥的炉

体管理作业长黄静边介绍边拍了拍汪孝保和翟雪峰的

肩膀，让他俩赶紧回休息室歇一会。

“三伏天保产护炉任务艰巨，总厂

和分厂的清凉举措都很到位，中控

室、休息室都配备了空调，冰箱

里备足冷饮和饮料，药箱里

的仁丹、十滴水等防暑降

温用品齐全……遇到难

啃的‘硬骨头’时，我们

也会避开高温时段分

时工作，严防安全事

故发生。”一旁准备参

加第二轮巡检的炉体

管理工黄卫东说完，便

拿起工具、对讲机和同

事一起走出休息室，迎

着扑面而来的阵阵热浪

开始了设备巡检……

（张维忠 黄静）

8月10日9时许，笔者来到位于铜陵市经济开发区

的铜陵有色铜冠冶化分公司球团车间。

据了解，铜冠冶化分公司球团车间是将铁精粉和

硫铁矿制酸后产生的“红粉”通过造球、焙烧等生产工

艺制成球团，供炼铁使用。车间的链篦机、回转窑、环

冷机等生产设备分布在 20米高空中，生产时温度高达

上千摄氏度，作业的职工仿佛置身于“热锅”当中。

笔者随同球团车间副主任李文波来到链篦机场

地，刚入门口，一股热浪袭来。据介绍，链篦机的加温

区从 200摄氏度到 1000摄氏度递增，笔者走的是一侧

的临江过道，虽然江风习习，但仍然抵挡不了链篦机散

发出的巨大热量，20多米的距离，笔者走过去已是大汗

淋漓。

链篦机的另一侧热浪滚滚，仿佛“火焰山”。只见

一名员工正在进行设

备巡查，豆大的汗珠像

下雨般从额头落下。“我们

每小时最少要巡检一次，从链

篦机到回转窑再到环冷机，一圈下

来要半个小时，汗湿的衣服能拧出水

来。”链篦机工杜青告诉笔者。

离开链篦机，笔者来到球团生产车间最高处的回

转窑。尽管当天天气不是十分炎热，但回转窑灼热无

比，散发出热量让人不敢靠近。两名回转窑工正在掏

炉，长长的火舌喷发而出，五六米长的掏炉铁耙被烧得

火红，工人们的脸被炉火炙烤得通红。

“炉内温度高达 1300多摄氏度，职工在烈日下作

业，宛如上蒸下煮，不干活让你站上几分钟也受不了。

我们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造球侠’

哦！”回转窑工张斌风趣地说，“今年天气

算好了，一是阴雨天气多，二是造球粉状物杂

质较少，造球也不易烧结，我们掏炉次数少了许多。”

在回转窑的一角是车间为职工设立的休息驿站，空

调散发出的凉风吹来，笔者顿觉清凉。巡检刚结束的主

机班班长陈健来到休息室，只见他米灰色的工作服湿透

了，紧贴在后背上。“我们每天要流几斤汗，必须靠喝水

来防暑降温。”陈健指着满地的瓶装饮用水说，“我们除

了寒冬，平时仅穿件单薄的工作服，高温在这里是常态，

我们职工都习以为常了。” （夏富青 卞爱华）

“高小强中暑啦！”8月 10日下午 3时
许，随着一声急促的呼救声，中建五局安徽

公司皖中分公司合肥高新区文化服务中心

项目建设工地上，一场高温中暑急救演练

正式开始。

此次急救演练模拟了瓦工作业人员在

工作中中暑的场景，项目管理人员迅速到

场并启动应急处置预案，救援人员携带担

架、急救药箱、氧气袋等器材进入演练工

地。经现场查看，“中暑工人”出现头晕及

四肢发麻症状。救援人员首先将“中暑工

人”的衣服敞开，再将其抬上担架转移至荫

凉通风处，用清水擦拭身体降温，喂服药

品，最后拨打急救电话将“中暑工人”送往

医院进行救治。70多名参加演练的一线

工人来自工地上的各个劳务队伍，他们围

在一旁认真观摩，这场次演练将帮助他们

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中暑的预防和急救知

识、应急救援的基本技能。

“工地太热了，这个中暑急救演练来的

正是时候！”合肥高新区文化服务中心项目

的钢筋工秦全说。对于秦全和工友们来

说，夏季高温对这些户外作业者是一大

“烤”验，“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钢筋工、外

架工，工作时没办法做遮挡，直接暴露在太

阳下，高温天都有中暑的风险。”

合肥高新区文化服务中心项目部安质

部长许亚东告诉记者，今年雨天多，为了确

保工程按质按工期顺利完成，一线工人必

须抓住晴好天气施工，哪怕是高温酷暑也

都坚守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保障一线

工人在高温下安全生产，项目分工会组织

开展了以“夏日送清凉 安全驻心间”为主

题的夏日送清凉暨高温中暑应急演练活

动，向一线工人宣讲夏季生产安全知识，并

购买了防暑降温物品，给一线工人送上了

夏季清凉大礼包。

记者从中建五局安徽公司皖中分公司

了解到，为保障职工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

该公司各项目部近期陆续开展了关爱农民

工送清凉和高温作业安全知识宣讲活动，

将纯净水、西瓜、清凉油、藿香正气水等防

暑降温物品送到农民工手中，并在活动现

场发放宣传手册，提醒他们注重自身安全

和身体健康；同时，合理安排高温期间的生

产作业，减少室外作业时间，要求既要“战

高温”更要“避高温”，切实关爱员工生产生

活，为安全生产保驾护航。肥东大剧院文

化馆项目党工委牵头组织项目部综合办和

安全部深入到施工一线，为农民工送上西

瓜、饮料和防暑药品，并为农民工讲解了夏季防暑、防食物

中毒、防台风等安全知识。“我们将把企业的这份关心带给

每一个工友，带领大家坚守岗位，重安全、保质量、抓进度，

圆满完成施工生产任务！”现场领取送清凉物品的农民工代

表周记军说。 （杨静 唐银磊 本报记者 戴恒曙）

面对高温“烤”验，中建五局安
徽公司皖中分公司一边抢抓工期
不松懈，一边通过多种方式关爱生
产一线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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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以来，矿井供电负荷持续攀升，中
煤新集一矿供电队几名专业技术人员组成

“智慧团”，对矿井电网设备线夹、端子箱、消
防设备以及后台数据监控系统等隐患进行
现场排查“会诊”，提出多条合理化建议，为
电网“迎峰度夏”夯实了安全基础。图为8月
10 日，团队人员为该矿 35 千伏变电所后台
监控系统“找茬”。 陶志政/摄

集智“会诊”为电网“把脉”

“再给我来一碗绿

豆汤。”烈日下，满脸汗

水的钢筋班班长王辉站

起来仰着头喝掉了碗底

的绿豆汤，咧着嘴满足地笑着，“你们这绿豆汤喝着还真解渴！”

告别了漫长的梅雨季后，江苏苏州迎来了酷热的“焖蒸天”。中

铁四局二公司春申湖路改造项目果断采取行动，组织志愿者开展“爱

心流动车 清凉送到站”活动，每天两次为现场施工人员送去防暑降

温物品。

“流动车里的防暑降温物品应有尽有，要说最受欢迎的，那非我

们‘改良’过的绿豆汤莫属了！”志愿者刘改英介绍道。

在志愿者开展“送清凉”活动之初，刘改英曾不止一次听

到过现场工人们抱怨天气太热，送到现场的绿豆汤如同“白

开水”一般，根本达不到清热解暑的效果。刘改英听在耳中

记在心里，工作之余进入“钻研模式”，思考怎么才能解决这

个问题。一次偶然的机会，刘改英接触到了当地小吃——

“苏式绿豆汤”。“苏式绿豆汤”作为当地的“解暑神器”，刘改

英敏锐地觉得它可能会受到现场施工人员的欢迎。

为了制作出好吃解暑的绿豆汤，刘改英几乎吃遍了

项目附近的小店，主动学习制作工艺，再回到项目亲手

制作。她在传统苏式绿豆汤的基础上，加入使人清凉的

薄荷水，去掉甜腻的葡萄干、蜜枣等配料，同时尝试提前

熬制进行冷却，经过多次的失败和总结，春申湖路改造

项目的自创“冰镇绿豆汤”终于成功上线。一碗碗绿豆

汤消除了施工现场人员的酷热，大家伸出大拇指，连连赞叹，“真

好吃！”

在刘改英的带动下，项目后勤人员纷纷尝试改良创新其他防暑

降温物品，自制的酸梅汤、冰凉粉也接连登上“爱心流动车”。

“你们这个办法好呀！送了清凉暖了人心，给你们项目点

赞。”点滴清凉，不仅浸润着一线工人们，连旁站监理人员都连连

竖起大拇指。 （彭学亮 万三宝）

改良绿豆汤成了工地“爆款”

“上蒸下煮，每天要出几斤汗”
———探访铜陵有色铜冠冶化球团车间一线职工—探访铜陵有色铜冠冶化球团车间一线职工

张维忠张维忠//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