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杨朝清

透过媒体，“低温津贴”走进入公
众的视线。在一个表达的“黄金时代”，
低温下的劳动者“沉没的声音”为何迟
迟得不到打捞？

究其原因，这些在劳动力市场中处
于低端位置的人们，通常在话语表达上
也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而当他们的利益
诉求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表达，低温下
的劳动权益保护就只能停留在文本里。

一些地方出台了“低温津贴”支
付的相关规范，甚至明确到了每月发
放的具体数额。然而，让人痛心的不
仅仅是那些暂时还没有建立起来的制
度，已有的这些制度在执行过程中沦

为“纸上的权利”同样让人痛心。
低温下的劳动者大多是弱势群

体，需要公共部门、社会力量给予一
定的“弱势补偿”。如果一项原本可以
给许多人以光亮和温暖的公共政策，
却“使不上劲”、“用不了”，公共部门
在制度设计的时候能否更加人性化、
更具有操作的方便性呢？说到底，劳
动者的权利痛点也是民生难点，“低温
津贴”形同虚设在本质上也是劳动者
权益保护不力的权利困境。

一个旨在让人民群众分享改革发
展成果、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
的社会，要通过实实在在的行动来改
善普通劳动者的生存生态，让他们

“生活上多一些保障，心灵上多一些温

暖”。公共部门只有“想群众所想，急
群众所急”，不断强化“问题意识”，
建立强大的实施操作系统，让社会规
范更具有使用价值，才能让“低温津
贴”从“看上去很美”转变为“确实
很好”。

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显然不
能只依靠媒体“发声”。一方面，公共
部门要完善制度设计，强化市场监
督，让“低温补贴”成为全社会的文
化认同和价值追求；另一方面，要畅
通维权渠道，既要鼓励普通劳动者

“不说白不说”，也要用切实的举措来
保障他们“说了不白说”。只有多管齐
下，低温劳动者的身体和心理才会都
温暖起来。

“低温津贴”不仅需要价值认同

■■ 堂吉伟德

新华社记者采访发现，国有企业职工的低
温津贴发放情况较好，有的发放现金，有的发放
医疗卡，但对于非公企业职工以及临时工来说，
冬天能发件大衣、发条棉裤就算是不错了。当

“高温津贴”惠及越来越多劳动者的时候，在低
温下坚持工作的劳动者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
的现实：“低温津贴”很少被用人单位和社会舆
论提起，许多劳动者的低温保护状况就像北方
的冬天一样“冷”。

如果不是媒体报道，相信很多人都没听说
过“低温津贴”。事实上，涉及低温津贴发放的
规定，最早就见于2004年的《最低工资规定》，各
地也根据实际情况，而制定了相应的实施细
则。不过，从现实来看，低温津贴往往成了“纸
上的权利”。

其实从制度本身来说，低温津贴的执行就
存在先天不足。由于缺乏统一而具体的规定，
使得规定本身的强制性不足，灵活性有余，法定
责任往往成为“自觉行为”。窃以为，补齐低温
津贴，首先需从完善顶层设计开始，制定和完善
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其次，在
做好法律的宣传与普及外，还要做好对违法行
为的打击，以提高法律本身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并提升整个社会的法律信任度。当然，最关键
的是要畅通维权的救济渠道，给劳动者提供权
利救济的路径与渠道，让每一项权利都不至于
落空。如此，“低温津贴”才不会成为权利缺失
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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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说二

今天，你领低温津贴了吗?

■■ 唐伟

极寒天气发低温津贴，要不是媒
体的报道，确实被很多人忽视。涉及
到低温津贴发放的规定，最早见诸于
2004年的《最低工资规定》。各地也都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实施细
则。不过，有的要么是语焉不详而不
具有操作性，有的则因没有执行而成
为一纸空文。

其实从制度本身来说，低温津贴
的执行就存在先天不足。由于缺乏统
一而具体的规定，使得规定本身的强
制性不足，灵活性有余，法定责任往

往成为“自觉行为”。首先，立法层面
对此并没有高度重视，并由此直接导
致立法本身存在不足。其次，监管层
面也没有对此进行兼顾，简单地说，
对于企业是否发放低温津贴，发放情
况如何，相关方面并没有进行过多的
强调，也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督;再次，
承担着替劳动者说话的工会，在这方
面好像并未发挥作用。

于是，低温津贴的落实现状，就
跟劳动者所面临的天气一样，带着

“寒意”。虽然津贴的标准本身并不
高，但如能不折不扣落实到位，这对
在恶劣天气环境下工作的劳动者，也

是一个很好的心理慰藉和精神激励，
尤其是可以体现出对劳动者权利的尊
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点在
一些地方并未得到很好地落实。

显然，若低温津贴沦为纸上的权
利，那就应该及时得到纠偏。补齐低
温津贴，当然需要就事论事，但更多
还需要系统考量，有更宽泛的视觉维
度，首先从完善顶层设计开始，制定
和完善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
可依;其次要做好法律的宣传与普及;最
后要给劳动者提供权利救济的路径与
渠道，让权利不至于落空。

莫让低温补贴成一纸空文

微言

@颖啊颖啊施_：每次看到那些在大冷天
工作的环卫工人，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为什
么这些人领不到低温津贴呢？除了制度的缺失
外，还有他们对低温津贴知之甚少，同时维权
意识差。

博议

@忧伤的牛头角青年：夏天的时候不是
有高温补贴吗，冬天为什么没有低温补贴
啊？

低温津贴成“纸上权利”

担忧

@页欢之瞳:低温补贴这件事喊了很多
年，需要再帮着喊一嗓子。当然，这一喊跟
冬暖夏凉的咱一族无关，这跟人文关照相
关，备受中国低温困扰的室外工作者，低温
的就业环境太需要帮扶了，远非暖暖和和国
土上的人们所能想得到，在此郑重呼吁：有
效的达成、规范、助力他们，真的需要提上
议事日程了。

@我的家:低温津贴的缺失很大原因是制
度的不完善，标准不明确，实施起来打折扣。

劳动者不知情维权意识差

思考

当“高温津
贴”惠及越来越
多劳动者的时
候，在低温下坚
持工作的劳动者
却不得不面对一
个尴尬的现实：
“低温津贴”很少
被用人单位和社
会舆论提起，许
多劳动者的低温
保护状况就像北
方的冬天一样
“冷”。

@茵：大冷天，户外工作者十分辛苦。但
该有的低温津贴却领不到，他们应该去争取自
己的权利，举起法律的武器。

@XX貓--：北京都收拥堵费了，是不是
应该给市民发雾霾补贴、供热补贴、低温补
贴、夏天发高温补贴……政府只知道收费不
知道发补贴，补贴都发谁身上了？所以，要
严格实施，让补贴发到人民群众手里啊。

■■ 余明辉

较之于高温对劳动者的伤害，低温
对劳动者的伤害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样
不容忽视。

但遗憾的是，目前与类似《高温天
气劳动保护办法》、《关于高温津贴发放
的管理办法》等相关明确的高温保护规
定相比，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
面，关于低温保护的明确法律等规定还
是比较匮乏，更遑论具体有力的监督执

行。
另一方面，就用工者来说，对劳动

者低温权益的保护可谓是很大程度上
的选择性失明。

去年初引起舆论极大反响的西安
市58岁环卫工丁权被开除事件，起因就
是雪天上班寒冷，不得已凑到路边他人
燃起的火堆前蹭火取暖招致事端。这
其中原因固然众多，但不可否认的一个
原因是用工者对劳动者的低温权利保
护的缺失和极大不足。

再一方面，社会舆论对劳动者低温
权益的重视和引导不足，没有形成强大
的舆论推动。

是时候为低温津贴“生火加温”
了。令人欣慰的是，国家层面已于去年
将“低温”列为新增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之一，为低温保护、低温津贴可能的发
放开了个好头。接下来，民众期待更多
关于劳动者低温保障的制度能“换挡升
级”制定、完善与执行。

低温津贴 需靠制度回暖

事件回顾

@奶奶的农庄：低温津贴缺乏统一而具
体的规定，法定责任演变成了企业可有可无
的“自觉行为”。

@微笑的红尘路：政策在有些时候，有
些地方，执行让人质疑！高温津贴或低温津
贴，何在？我们不要总是喊口号！

@泰州12351：低温津贴，喊了多年踪
影难觅。进入11月份，中国北方多地出现雨
雪天气。尴尬的现实是，虽然我国目前高温
劳动保护政策逐步健全，但低温劳动保护却
一直没有明确的标准。

@1233：现在高温津贴大家几乎都能领
到，那低温津贴为什么很少人领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