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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至少27省份制定标准
金额最高相差2倍

高温津贴 天津日补最高

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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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全国至少已有 27
个省份明确了2015年高温津贴标准，部分地
区的高温津贴已经进入发放期。记者梳理
发现，高温津贴天津日补标准最高，每天补
助24元。

▲7月13日，山东青岛第一海水浴场游人众多。当日是三伏第一天，高温下的青岛海滨浴场开启“下饺子”模式，
人气“爆棚”。

☞金额 天津日补最高 每天24元
据记者统计，全国至少已有 27

个省份制定了高温津贴标准，未制定
的分别为，河北、黑龙江、西藏、青海
等四个省份。

具体的发放标准和发放时长，各
省的标准不一。在这 27 个省份中，
有 13 个省份发放标准为按月发放，

另有14个省份按天发放。
按月发放的地区中，如发放高温

津贴排名靠前的浙江、山西、江西等
省份，津贴金额最高的为山西和江
西，为 240元每月，浙江省为 225元；
最低的为山东省，为 120 元每人每
月。

按天发放的地区中，标准最高的
为天津，24元每人每天，最低的为贵
州，8元每人每天，与天津相差2倍。

高温津贴发放标准高的多数为
东部地区。与此相反，西部地区的一
些省份发放高温津贴较低。

☞时长 海南发放时间达7个月
记者统计发现，在明确发放时间

的 22 个省份中，发放高温津贴时间
最长的是海南省，为4月至10月，有7
个月。

由于我国南北方气温差异较大，
各地发放高温津贴的时间长短不一，
正和我国各地气温差异有关。其中，
多数省份发放时长为 4个月，多为北

方地区，达到 11 个省份。如北京每
年发放的时间是 6、7、8月，这 3个月
也正是北京比较热的时期。

其中，海南发放时间最长，时长
为 4-10月，达到 7个月时间，紧随其
后的为重庆市，时长为 5-10月，为 6
个月；发放时长最少为 3个月，有四
个省份。

另外，记者注意到，安徽、新疆和
四川等地发放高温津贴则没有天数
的限制，规定以当地气象台公布的气
温为准，当地气温露天在 35℃、室内
不能降低至33℃以下时，就可发高温
津贴。

☞回溯 湖南津贴标准已十年未涨
据了解，高温津贴标准应由省级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会同有
关部门制定，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
况适时调整。在目前已制定标准的
27个省份中，多数省份的标准多年未
调整，有的地区甚至还在用 10 年前
的标准。

其中，山东的高温津贴仍为2006
年标准，从事室外作业和高温作业人
员每人每月 120元，非高温作业人员
每人每月 80 元，为目前补贴标准最

低的省份。
另外，补贴较低的广东省和湖南

省均为每人每月 150 元的高温津贴
标准，分别为 2007年和 2005年制定
的标准，至今没有提高。

目前，最近调整标准的地区仅有
北京、天津、浙江、宁夏 4地，于 2014
年起对高温津贴标准进行了调整。

调整情况分别为，北京室外和室
内高温作业的补贴最低标准上涨到
每人每月 180元和 120元；天津由每

人每天 21元提高到 24元；浙江高温
津贴标准调整为高温作业工人每人
每月 225元，非高温作业工人每人每
月 180 元，一般工作人员每人每月
145元。

宁夏自治区规定，高温、露天作
业人员和其他作业人员分别提高到
每天12元和8元，同时也将发放时间
调整至6月至9月。

☞追问 发绿豆汤能替代高温津贴吗？
日前，网友在微博发帖表示，自

己是油田的一线工人，根本不知道高
温津贴是什么，从未领取过，凸显出
高温津贴落实不到位的问题，部分企
业单位并未执行这些政策。

另外，还有一些企业用饮料、绿
豆汤、糖茶之类的物品代替高温津
贴。通知指出，高温津贴属于劳动者
工资的组成部分，应计入企业工资总

额。不得以发放钱物替代防暑降温
饮料和必需药品，防暑降温饮料和必
需药品也不得充抵高温津贴。用人
单位未按规定支付劳动者高温津贴
的，劳动者可拨打举报电话向当地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举报。

针对这一问题，全总新闻发言
人、宣教部部长王晓峰在 7月 2日全
国总工会新闻中心新闻通气会上表

示，目前各级工会已经加强监督检
查，落实劳动待遇；各级工会要积极
做好高温天气职工防暑降温工作，加
强监督检查，落实劳动待遇。工会历
来主张不得以发放钱物来替代提供
防暑降温饮料，防暑降温饮料不得冲
抵高温津贴。

■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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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动者因高温作业中暑
的，可申请工伤认定，享
受工伤保险待遇；劳动
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
法享受岗位津贴，且单

位不得用防暑降温饮料
充抵高温津贴。

用人单位应当根据
天气，调整作息时间：

① 日最高气温达

到40℃以上，应当停止
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② 日最高气温达
到37℃以上、40℃以下
时，用人单位全天安排
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
间累计不得超过 6 小

时，连续作业时间不得
超过国家规定，且在气
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
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

③ 日最高气温达

到35℃以上、37℃以下
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
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
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
并且不得安排室外露天
作业劳动者加班。

高温来袭 你该享受的权利

北京气温昨创今年新高
预计两日后回落

13日“头伏”首日，北京市
气象局下午发布称，当日气温
已创今年以来新高，局地超过

42℃。14日，受高空低涡影
响，云量增多并伴有雷雨，日
最高气温将降至约36℃；预计
15日高温天气结束，届时气温

有望降至30℃左右。
高温天气，指地级市以上

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发
布日最高气温35℃以上的天

气。
11日开始，北京地区受暖

气团控制，且处于“灿鸿”外围
云系和降雨云团两个天气系

统之间的晴空区，日照强，辐
射增温和下沉增温较为显著，
气温明显上升，连续3日，持续
出现日最高气温超过35℃的

高温天气，为今年首次大范围
高温天气过程。

为此，北京市气象台于11
日10时50分今年首次发布高

温“3级黄色”预警信号，12日
05时55分首次升级发布高温

“2级橙色”预警信号。
具体观测数据显示，截至

13日 14时，北京市大部分地

区 已 达 37℃ 至 39℃ ，局 地
40℃以上，其中，中心城区“大
观园”最高气温为42.2℃，创

今年以来北京气温新高。
气象部门提示，持续高温

炎热天气可造成用电、用水量
猛增，需做好供电供水的调度

工作，加强安全防范，同时注
意节约用水，用电；城市火险
等级较高，请注意防火；户外
活动及室外作业人员还需特

别注意防暑降温。
烈日暴晒，带来臭氧污

染。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
心数据显示，13日，全市PM2.5

浓度较低，但空气质量不佳，
城六区、东南部、西南部是“4
级中度”污染，西北部、东北部
是“5级重度”污染，首要污染

物为“臭氧”。
另据中国天气网显示，13

日高温天气在全国多省区市
持续，东部地区气温普遍超过

35℃，华北、西北多地日最高
气温逼近40℃，河北南部、山
东西北部则出现40℃以上的

“烧烤模式”。

■相关新闻

“躺在床上被红烧”
河北省气象台13日 6时

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受暖气团
影响，除张家口、承德的坝上
地区和东北部沿海县市以外，
河北省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

达37℃至39℃，其中中南部部
分地区超过40℃，请防范！

12日，河北中南部地区达
到 39℃ ，无 极 县 最 高 达
39.8℃ ；石 家 庄 市 区 为
39.5℃，成为今年以来石家庄
市区出现的最高气温。

河北网友吐槽：“躺在床

上，红烧！铺张凉席，铁板
烧！下了床后，清蒸！出去一
趟，爆炒！游了个泳，水煮！
回来路上，生煎！进了家门，
回锅！记者了解到，这个段子
最完整的版本来自7月3日的

海南。11、12日，燕赵多地遭
遇烈日炙烤，于是，关于高温
的段子和调侃也在各种朋友
圈、QQ空间广为流传。

山西气象台12日发布今

年首个高温橙色预警，预警区
域为临汾、运城、晋中等地的
部分县市和晋城、阳泉、太原、
吕梁等地的局部县市。受大
陆暖高压控制影响，最高气温
将升至37℃以上，南部气温达
39℃。

12日，山西太原骄阳似

火，整个太原如同蒸笼般，闷
得让人喘不过气。火辣辣的
太阳悬在天空，刺得太原民众
睁不开眼，马路也被烈日烤得
发烫，天气异常闷热，一丝风
也没，太原街头路人甚少。

◆网友吐槽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