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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万象

6月21日，吉林省吉林市的“一
顶哥”头顶直径约 30 厘米的石墩在

“遛弯儿”。“一顶哥”是丛岩的网
名，今年 54 岁。他说自己的身高只
有1.63米，三年前的体重曾经达到过
115公斤，因为肥胖，身体总是出现
各种毛病。

“我开始时是想试试这种方法好
不好使，因为不想吃减肥药。”丛岩
说，听朋友说了这种减肥方法后，他
就试了试。开始的时候，他用头顶着
约 15 公斤的石墩散步，然后逐渐增
加到现在的40公斤。

只要天气好，丛岩每天早上都到
北山风景区平安钟楼前顶几圈。丛岩
说，他用这种方法减肥已经持续了四
年多，不仅体重减少了，身体毛病
也少了。现在他每天给自己定的减肥
任务是先打两套拳，再顶 40 公斤的
石墩绕着平安钟楼走22圈，每圈65
米，然后再在50级的台阶上走6个来
回，有时会绕着钟楼跑两大圈，最后
再拍石狮3分钟，还要给健身的伙伴
们敲敲背。此外，他还在想着把头顶
石墩行走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晚综

男子为减肥
头顶石墩“遛弯儿”
号称“一顶哥”

6月21日，记者从上海市绿化和
市容管理局获悉，上海地铁 10 号线
江湾体育场站综合客运交通枢纽墙面
贴植绿化项目正式完工，该项目墙面
贴绿总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

据有关部门介绍，上海地铁 10
号线原建筑外立面设计呆板、颜色灰
冷。经过为期半年的改造，这幢承担
着未来五角场核心区交通中枢功能的
建筑披上了一层生态、节能、低碳的
绿色外衣，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杨浦区绿化市容局表示，这件绿
色外衣是由设计师们从5套候选方案
中层层选拔出来的。大小不一、形状
各异的矩形图案被设计师随意地拼
接、组合在一起，形成了现在这件错
落有致、形态独特的绿色外衣，极具
现代感和艺术性，并兼具了立体车库
的集约化和生态化功能。

这件绿色外衣的实质是立体绿
墙，其绿色部分的材质是成千上万株
飘逸而顽强的千叶兰，这种原产新西
兰的小草只要给一点阳光和水分，就
能展现其清新、靓丽的一面。即使是
零下 10 摄氏度的低温也能顽强度
过。在炎炎夏日，密布的植物将有助
于降低建筑内部的温度，吸附空气中
的悬浮颗粒物，提高空气湿度，改善
建筑周边微环境的空气质量，同时也
为五角场地区增添新的亮点。 晚综

上海地铁站
外墙长满千叶兰
能耐低温吸灰尘

6月17日，到重庆市渝北区绿梦
广场办事的李先生像往常一样开车
回九龙坡，不过，到家后，他才发现车
不是自己的。于是，他赶紧报警：“民
警同志，我开了别人的车回家，但是
我没有违法啊！”这究竟是怎么回
事？经过民警调查，原来是一场误
会。业内人士提醒有车一族注意，每
款车都存在一定的“互开率”。

把别人的车开走了

6月17日下午4时许，刚回到

九龙坡住家的李先生向 110 报警
称，他用自己的车钥匙开了别人的
车回家，不知如何是好。经民警调
查，李先生开走的车，正是一个多
小时前另一位司机吴先生报警丢失
的车。

原来，就在李先生开车离开绿
梦广场不久，同样把车停在附近的
吴先生报警称自己停放在绿梦广场
的面包车被盗。

据民警介绍，吴先生和李先生
的面包车是同款，而且颜色、成色
相近，外观上只有车牌的最后两位

数不同，晃眼一看真找不出什么区
别。通过对比两人的车钥匙，其钥
匙齿也非常相似。李先生当场又用
自己的钥匙再次发动吴先生的车，
这让两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每款车都存在“互开率”

6 月 20 日，某汽车品牌 4S 店
负责人周先生介绍说，每款车都存
在一定的“互开率”。我国制定的
相关标准规定：汽车锁止系统使用
的钥匙应包括不少于 1000 种的不

同组合，如果一年中制造的车辆少
于 1000 辆，则其组合数应与车辆
数相等。在同一车型中，同一组合
的出现率应不超过千分之一。也就
是说，汽车钥匙的“互开概”率大
约为千分之一，即属合格。

周先生表示，现在汽车销量逐
渐增大，有的品牌一年内能销售上
万辆车，因此提醒车主，在打开车
门前最好看一下车牌，如果发现不
对，应及时中止操作，若发现车被
误开，最好及时报警。

据《重庆晨报》

车长得像 车牌也相似

男子回家才发现开错车了

专家认为，应通过政府、企
业、职工及社会组织多方共同努
力，为高温下的劳动者权益织密

“保障网”。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

说，政府相关部门应不断完善细化
法规政策并加大宣传力度，这样一
是可以让企业知道哪些高温津贴必
须发，二是可以让职工了解自己应
有的权益。

部分专家认为，虽然各地出台
了关于高温津贴的相关规定，但落
实力度有待加强。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
系田毅鹏建议，工会、妇委会等组
织应在维护职工权益方面加强作
为，以解决单个职工高温津贴“敢
怒不敢言”的问题。

在落实高温津贴保障劳动者
“清凉钱”的同时，部分专家认

为，还应该注重落实国家关于高温
作业时间等相关规定，给予劳动者

“清凉权”，从根本上减少高温作业
对劳动者的伤害。

记者近日调查了解到，目前许
多企业并没有完全落实《防暑降温
措施管理办法》中提出的高温下工
作时间及工作时段的要求。广州市
白云山附近一个露天停车场的收费
人员史先生说，岗亭里只有一个电

风扇，最热的时候电风扇里出来的
风都是烫的，但是“一天工作 12
小时，除掉上厕所，其他大部分时
间都得在岗亭里待着”。

王忠武等专家认为，在落实高
温工作时间等相关规定的同时，应
尽可能采用良好的生产工艺，使用
隔热、通风等设施降低工作环境温
度，从源头上减少高温危害。

据新华社

28省份出台政策 一些中小企业仍是“纸上清凉”

各地高温津贴政策落实调查
近日，全国

各地陆续进入高
温季，不少地区
连续出现高于 35
摄氏度的天气。

记者调查发
现，全国绝大多
数省份已制定高
温津贴标准，但
发放名目、标准
等差异很大。一
些中小企业的高
温津贴仍是“纸
上清凉”，有的企
业违规以防暑饮
料充抵高温津贴。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全国
已有 28 个省份制定高温津贴或防
暑降温费标准，不过各地政策存
在不少差异。

——啥名目？各地制定的政
策中，有的将其称为高温津贴，有
的为防暑降温费，还有的将高温津
贴和防暑降温费明确区分,如陕西
省规定防暑降温费最高每人每天
15元，高温津贴为每人每天25元。

广西、贵州明确提出两者不能
重复发放；天津规定，应当在发放
防暑降温费的基础上向劳动者发
放高温津贴；陕西人社服务热线的
工作人员表示，拿防暑降温费者符
合条件的可以同时拿高温津贴。

——如何算？虽然各地规定
高温津贴适用的月份集中在6月至
10月，但具体计发放方式各异。

对于具体计发放的时段，天

津等地规定按实际 35 摄氏度以上
的高温天数算；山东是6月至9月
中无论有没有高温天气，都会按
月发放。河北则规定，夏季高温
津贴标准以作业环境为依据并以
实际出勤作业时间确定。

——给谁发？山西、北京等
不少省份规定室内气温≥33 摄氏
度、露天气温＞35 摄氏度环境下
工作的职工才可以领津贴；山

东、陕西则规定，一般工作人员
也有津贴，即使是坐在空调屋里
的管理者、财务人员也有防暑降
温费，只是相对较低。

——发多少？各地高温津贴
高低不一，普遍在每月100元至300
元之间。“标准调整主要根据社会
经济发展状况、工资水平等因素来
确定。”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劳动关系处调研员解立峰说。

记者近日在广东、北京、吉林
等多地调查发现，虽然不少企业已
严格落实高温津贴制度，但部分企
业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的高温津贴
仍是“纸上清凉”。

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广场旁边，
一家化妆品公司促销员卢敏说，没
有高温津贴。“小公司本身规模不
大，不像国企那么规范，只希望能
把工资按月发给我就好了。”

根据国家多部委出台的《防暑
降温措施管理办法》，不得以发放

钱物替代提供防暑降温饮料，防暑
降温饮料不得充抵高温津贴。但记
者调查发现，部分企业还在以防暑
饮料充抵高温津贴。

“按照标准应该是每月 150 元
的高温津贴，去年每月却只发了
100 元，还发了一些饮料替代。”
广州一家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记者了解到，许多劳动者拿不
到高温津贴的背后有多重原因：

一是不少用工无劳动合同，部
分群体无法规保障。记者采访的多

位工程承包商都表示，现在建筑工
地大部分最后都变成私人承包。有
的包工头甚至表示，头一回听说还
有高温津贴这回事。

记者采访时还发现，不少环卫
工人已是 60 岁以上的劳动者，而
60 岁以上的劳动者并不能签订正
常的劳动合同，只能签订劳务合
同，不适用相关高温津贴规定。

二是政策规定模糊、维权难。
记者了解到，对于售楼、快递等一
些半室内半室外的工作人员如何发

放高温津贴，不少地方没有明确规
定。

三是对企业约束不足，发不
发“全凭良心”。虽然不少职工知
道自己应该有高温津贴，但许多
人不愿意申诉。长春一位驾校教
练说：“不给又有什么办法，总不
能因为没有津贴就辞职不干了，
何苦一个人强出头。”记者采访的
部分环卫工也表示，没人去投
诉，“大家聊天时说到这事，也就
是说说而已”。

有省份规定可同时拿高温津贴和防暑降温费

一些高温劳动者仍拿不到津贴

织密“保障网”落实“清凉钱”和“清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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