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浩俊

全国各地相继进入高温酷暑季节，一些
地区连续出现高温天气，高温津贴话题也再
次引发民众关注。7月3日，国家安监总局、
国家卫计委、人社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下发
《关于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强调要
“加大防暑降温经费投入”、“依照有关规定
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按照2012年修订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
办法》规定，只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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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自然现象引起工
作场所的温度超过35℃的，必须向劳动者发
放高温津贴；二是工作环境造成现场温度超
过33℃的，也需要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显然，能够很好地执行这项规定的“老
实人”并不是很多。一方面，一些地方和企
业，尽管工作条件已经达到了发放高温津贴
的条件，但是，只要劳动者没有反映，相关职
能部门没有督促，就能拖则拖、能不给就不
给；另一方面，很多地方的津贴标准已经严
重滞后于工资上涨了，有的甚至执行的还是
10多年前的标准。如此一来，高温津贴的相
关规定也就成了摆设。

在一些地方政府及职能部门眼里，很多
企业连工资都不能保证，或者说执行工资政

策的效果都不好，更何况津贴呢？殊不知，
无论是工资还是津贴，只要是法律制度规定
的，就都是必须执行的，是刚性的，不存在这
个重要那个不重要的问题。所以出现这个
问题，在于一些职能部门自身都没有吃透法
律的精神，没有认识到这些法律制度的重要
性。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很多制度规定
落实不到位的现象，如带薪休假制度、节日
加班的薪酬制度等。

所以，面对高温津贴制度落实不到位和
标准长时间不调整的问题，更多的还是要从
制度执行层面找问题，而不是再出台新办
法、新规定，也不是一遍又一遍地下发督促
执行的文件。真正的解决办法，还是应当把
责任落实到地方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的
身上，并将其纳入到政府的目标考核体系之

中。因为，侵犯劳动者权利的行为，在现实
生活中实在太多太多了。高温津贴只是很
小的一个方面。不过，即便再小，也是权利，
也是必须认真落实的。只有把每项权利都
落实到位了，劳动者的权利才能真正落实到
位。

至于高温津贴标准，那完全是技术问
题，如果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真正重视劳
动者权利的落实了，技术层面的问题也就不
会是问题了。要想让企业真正进入认真执
行市场规则、执行法律制度的自由王国，首
先还是要通过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严厉监
管，使其先进入必然王国，在此基础上再积
极创造条件，使其尽快步入自由王国，使尊
重劳动者权利成为企业的自觉行动。

高温津贴数年未涨 是谁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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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

禁烟这回事，很多人不当回事，绝大多
数烟民也是言语大于行动。笔者邻居家的
老大爷年近八旬还嗜烟如命，做小辈的每每
劝他戒烟都无济于事，直到一场大病来临，
他住进重症监护室才自觉把烟给戒了。

吸烟在很多人看来是男士的一种交际
方式，甚至带着孩子参加宴席什么的，还会
戏耍一般让孩子叼叼烟头。以传统的眼光

来看，女士吸烟不雅，可男士吸烟就那么有
派头，那么潇洒吗？香烟对吸烟者和“被”吸
烟者身体的危害都是巨大的，对环境的污染
更是有目共睹。

其实，吸烟的人多是心瘾大过烟瘾，可
无论戒烟如何困难，烟民们都不应该因为一
己之私，而置他人的健康于不顾，大肆在公
共场合吞云吐雾。试问烟民，既然知道珍惜
家人健康，在家里强忍烟瘾，又为何跑到公
共场合大过烟瘾伤害别人？

曾有烟民家长呵斥上中学的孩子的抽
烟行为，反被孩子指责上梁不正下梁歪。吸

烟都是不好的，绝不会因为某人的年龄大、
资历老、职位高，就值得尊重推崇。禁烟，应
该从小家到大家，形成一致的禁烟氛围，更
要从低龄儿童开始做起，禁烟的年龄没有上
下限，这才是真正的彻底的解除烟毒对我们
身体和精神的多重伤害。

戒烟是个痛苦的过程，对烟民来说犹如
涅槃重生。但戒烟不是一种牺牲，而是一种
获得。笔者以为，为健康着想，为后代考虑，
戒烟都是在谋福利。所以，禁烟，不能一个
人或者一群人在战斗，而需要全民总动员。

禁烟要全民总动员

百姓说话

5月31日是第28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制止烟草制品非法贸易”。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5%提高至11%，并
按0.005元/支加征从量税后，号称“史上最严禁烟令”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6月1日起也正式实施，北京所有“带顶”的公共
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开始全面禁烟……

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控烟举措，您怎么看？这烟到底该不该戒？各位读者，请一起来讨论讨论吧。投稿邮箱：zzwbsy2013@163.
com。

打补丁

李世远

近日，朋友的孩子哭诉道：“我选的志愿
爸妈不同意，硬逼我按他们选的志愿报，说毕
业后好找工作，但那些专业我都不喜欢，请您
帮帮我！”

我拨通了朋友的电话得知，他们不仅考
虑录取问题，还考虑到了孩子毕业的去向。他
们所从事的工作虽然不是“热门”，但工资有
保障，福利也不低，他们在这里深耕了20余
年，感觉以后孩子从事这项工作也是个不错
的选择，可谓深谋远虑！

话虽如此，但在笔者看来，填报志愿还是
应以孩子的意愿为主，家长不能喧宾夺主，越
俎代庖。因为未来的路应由他自己去走，别人
是无法取代的。他自己选报的志愿，是他感兴
趣的，学起来也会更有动力，即便未来的道路
崎岖坎坷，他也不会被艰难险阻吓倒，而会勇
敢地面对，因为这是他内心所向。

著名歌唱家李双江高中毕业时，其父要
求他报考医学院，尽管父命难违报考了医学
院，而且金榜题名，但他还是又偷偷报考了音
乐学院，结果也考中了，最终，还是选择了自
己喜欢的音乐学院。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斯
琴高娃认为女儿具有表演天赋，恳切希望并
要求她继承母业做演员，但女儿对此不感兴
趣。留学期间，在法国经营了一家中式小餐
馆，起初采买、掌勺、招待顾客一肩担，干得不
亦乐乎，回国后在北京东城区同样开了一家
小吃店，让斯琴高娃很失望。笔者看来，这大
概也是兴趣爱好所致吧。

人各有志，强扭的瓜不甜。家长不能把自
己的意见强加给孩子，硬逼他干这干那。聪明
的家长是不会强人所难的，只会对孩子循循
善诱，让他理解、认可、接受家长的意见并变
成自己的行动，因为只有孩子自己认定了目
标，才会坚持不懈地朝着目标努力奋斗，最终
成就一番事业。

高考填志愿
不能越俎代庖

百姓说话

法晚

地处广西南宁市快速环道“咽喉”
位置的青竹立交，在建成后的8年时间
内，共大修3次，引来市民对当初设计
和工程质量的怀疑。有网友指出，桥底
面本来是水泥的，几次封桥修修补补，
每次多几块钢板。如今整个桥底面就快
变成钢板立交了。

大桥缝缝补补，织密百姓心头安全
忧患之网。

画里有话画里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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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路

在呼唤以个性为美、反对流水线作业的
今天，一些大学却表现出对千人一面如饥似
渴的兴趣。比如，曾经有3个“华师”：华中师
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还有
2个“华工”：华中理工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和北方工业大学的校友们，则
陷入谁是“北工大”的困扰中，不过还好这两
家大学都没好意思自称“北大”。

最新的口水仗发生在南昌大学和南京
大学之间。南昌大学在已经发布，并且经过
江西省教育厅核准的大学章程里，将“南大”
这个简称收入自己的囊中。虽然众所周知，

“南大”这个称号公认属于南京大学。
要较起真来，南昌大学也是以南字打头

的，自然有权利把自己简称为“南大”，但显
然，此“南大”极易被误认为彼“南大”。之前
南京大学已经跟南开打过一仗，那一仗级别
更高，一直闹到了教育部最终才有了定论。
你很难理解，一个已经有了自己固定简称的
百年老校居然会跟另一家百年老校争夺一
个分量未必更重的简称。

不论是改名字还是改简称，换汤不换
药，是无法给学校带来声誉的。难道就因为
你叫了“南大”，就变成了众人心目中的那个

“南大”了吗？难道你自己陶醉在一夜成为百
年名校的成功中，别人就会当回事吗？名字
决定不了办学质量，更决定不了社会的口
碑，这个道理，我想所有的大学都是明白的。

但在一个常常要靠刷脸来标识不同的
社会里，叫“南大”还是叫“昌大”还是有很大
不同的，前者是国内一流大学，闻者如雷贯
耳；后者则要想半天才能跟全称对上号。要

不然，南昌大学也不会对“南大”这个简称如
此着迷。显然，它是想借点“南大”的光。这跟
那么多大学热衷于改名，把自己往某某理工
某某科技靠是一个道理。哪里有名校，哪里
就有傍名校的人。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做响
了交通的牌子，于是一批大学改名以后名字
里都有个交通。科技、理工也是这样。前几年
高校改名热的一个意外产物是大家的名字
都雷同了，这为今天的简称争夺埋入了伏
笔，争简称只是前几年改名热的一个延续。

在争夺“南大”的简称上，同样是高等学
府的南开，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而相对而
言要弱一些的南昌大学，则基本没有多少胜
算。“南大”这块招牌是南京大学擦亮的，而
不是南昌大学，大家一提起“南大”，首先想
到的是金陵城里的书香。某种程度上，这就
已经构成了一种产权行为。所以，南昌大学
拿来为自己所用，并不是厚道的做法。

真正的名校，不会纠结于名称

网言个论

@人民日报：海螺、石头、披肩…千百个
景区都在卖同样的“地方特产”，旅游商品同
质化、低端化现象严重。差不多的手绢，湖南
景区叫“湘绣”，南京叫“苏绣”，四川叫“蜀
绣”,“感觉景区就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各地
分店”！

@新京报：日本一家公司正研发发射
“流星”的卫星，发射一枚微型卫星上太空，
在指定时间内发射直径约1寸的球状物体，
形成“人造流星雨”效果。一颗“流星”要价
8000美元，颜色、观赏时间随你定，要想看一
场流星雨，多花钱就行。

@中国经营报：中国人扫房热如今蔓延
到日本：一辆又一辆大巴满载着来自中国的
购房者络绎不绝来到这里，推动当地房价节
节攀升。中国房地产投资者开始心仪日本房
产，一是因为日元现已跌至22年低点，二是
认为2020年东京奥运有望推高房价。

@南方都市报：近 3000 平方米的树林
中，凉风习习，空气新鲜，还伴有轻微的蝉
声，河南800多名高二学生埋头端坐在树林
中参加期末考试。学校表示，整天待在封闭
拥挤的教室内较为压抑，为缓解学生紧张情
绪，特意把考场从教室搬至树林，这样，还能
严肃考风考纪。

微言大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