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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范进岐：

本院受理原告郭炳南、郭晓丹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两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15）湛民一初字第137号、（2015）湛民一初字
第13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年8月4日

河南佰仕邦实业有限公司：
你公司与我公司于2015年 2月 13日签订

《房屋租赁合同》，因你公司逾期未支付电费、
交纳租金等违约行为，给我公司造成了重大经
营损失，其行为已构成违约。故我公司已按照
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的约定邮寄送达
了解约通知，已于2015年5月20日解除了你公
司与我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请你公
司按照《房屋租赁合同》的约定搬出，并按照
《房屋租赁合同》的约定清理在租赁房屋内的
所有财产及物品，限你公司在2015年8月15日
前将你公司在该房屋内的全部财产及物品清
出该房屋，否则我公司将采取自救措施以保护
我公司的财产权益，由此造成的损失依据合同
约定和法律规定均由你公司承担。

平顶山市基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15年8月4日

平顶山市基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解约及物品清理通知

7月29日，在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中药煎药室里，一名煎药工的工作服
被汗水浸湿。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8月2日，铁路调车长彭凯在调车作业中检查车头与车厢的连接状况。
进入 2015 年暑运以来，上海火车站的空调、上水、调车以及行包装卸等岗位

上的职工，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进行着高强度的作业，保障旅客安全舒适出
行。 新华社记者 陈飞 摄

7月30日，浙江省慈溪市中心小学四年级学生王泽宇帮助即将进行带电作业
的爸爸穿好绝缘服。当日，多名孩子跟随在慈溪供电部门工作的父亲一起全程体
验了高温下父亲的工作。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清凉钱”背后
“清凉权”有几何？

姜强是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一家冶炼
企业的职工。每个月，像他这样的高温作
业一线工人，可以领到冰糖、茶叶、橘子粉、
藿香正气水、人丹以及近百元的高温津
贴。他所在的车间里还有一间休息室，工
作间隙，他可以端一缸子凉茶，到这里稍稍
透口凉气。他说：“酷热不可能完全消除，
但心里能清凉一些。”

医疗界人士指出，高温下的高强度劳
动，轻者使人中暑，重者诱发心血管疾病，
致人死亡。因此，用人单位保障防暑降温
条件，避免劳动者遭受“暑害”非常重要。
2012 年 6 月，国家安监总局、人社部等四部
门联合出台《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在
这部管理办法中，相关规定串起了一条对
高温下劳动者权益的“保护链”：

在平时，用人单位就应通过隔热、通
风、降温等措施做好劳动保护。在高温天
气到来之前，单位应组织高温天气作业的
劳动者体检，并将患有心、肺、中枢神经等
疾病的劳动者及时调岗。当高温来袭，用
人单位在提供个人防护用品、饮料、药品，
发放高温津贴之外，还要合理安排工作时
间、减轻劳动强度或停止室外露天作业。
并且，单位不能以缩短工作时间为由扣减
工资。对于高温作业，规定就更为严格：用
人单位不仅应从源头上降低、消除高温危
害，存在高温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高温
防护设施还应与单位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施工、投用。

甘肃政法大学副教授徐爱水认为，“清
凉权”是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一部分，其核心
并非发钱给物，而是让用人单位完善防暑
降温工作制度，确保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

谨防“清凉权”成
纸上“冷冻”条款

7 月下旬以来，我国多地陆续迎来 35℃
以上的高温天气，国家安监总局、人社部等
四部门此前专门下发通知，督促落实用人
单位防暑降温主体责任，在高温酷暑季节
至少开展一次防暑降温暗查暗访活动。在
山西省，劳动监察部门已立案查处违反高
温津贴规定案件 10 起，督促用人单位为
340 人补发高温津贴。同时，记者通过采访
东中西部地区 10 多位劳动者了解到，用人
单位保障“清凉权”意识总体提升，其中国
有企业总体好于民营企业，大中型企业好
于小微企业，部分单位劳动环境依然堪忧。

7 月 27 日 ，浙 江 省 台 州 市 最 高 气 温
36℃。吃过午饭，当地一家民营印刷公司
的机器操作工温严伟走进厂房时看了一眼
温度计，虽然开着风扇，室温已经达到了
34℃。他告诉记者，去年有一个女工热晕
过去了，今年公司才在车间里安装了一台
风扇。“然而机器一开动起来风扇也不管用
了，干起活来衣服湿得就像水洗了一样。”
他说，“现在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 10
个小时，而且从没发过高温津贴。”

“从没听说过高温天气前要体检”、“工
钱按天算，没干活肯定没工钱”，受访的多
位户外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反映，用人单
位不出事就不改进，哪里出事就改进哪里，
或挑拣“送绿豆汤”等容易落实的事选择性
改进。而他们一般选择不维权，或者不知
道如何维权，不少人感到维权很难。

在甘肃省兰州市，尽管 7 月 28 日最高
气温已达 38℃，但出租车司机高师傅依然
坚持跑车。他说：“天气再热，每月向公司
交的份子钱不会少。我一天不跑车，就得
垫一天的钱。”

长期关注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甘肃省光
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孙智俊说，与带薪休
假、加班工资等问题类似，劳动者维护“清
凉权”难度大，主管部门监管难、成本高，用
人单位违法成本低，由此造成当前劳动者
防暑降温权益保障参差不齐。

高温天，“清凉权”再迎大“烤”

山西省劳动监察局（总队）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工程建设单位往往声称承包价中包
括了各种工资、补贴，各企业为了不突破承包
总价，不再另外支付劳动者的各种补贴，导致
他们在调查处理这些用工单位是否落实劳动
保障权益时难度较大。此外，环卫等部门向
户外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缺乏资金来源，环
卫工等户外劳动者很难享受到高温津贴。

为劳动者织起
“清凉权”保障网

我国除青藏高原外，其他地区都出现过
高温天气，保障高温下劳动者“清凉权”越发
重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等人
认为，在现阶段，要让高温下劳动者工作环境
得到根本改善，不可能立竿见影，但应进一步
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执法力度、降低维权成
本，努力为高温下的劳动者打造一个权益有
保障的清凉世界。

“与其让户外劳动者领着不多的补贴、冒
着健康风险在烈日高温下工作，不如在管理
方式、作业时间方面更加人性化和灵活，采取
更有力的措施保障高温下劳动者的基本权
益。”孙智俊说，要推动“清凉权”进一步落实
到劳动合同中，使劳动者依法维权有直接依
据。还应发挥工会等组织作用，进一步破解
劳动者个体与相对强势的单位协商能力不对
等的问题。

徐爱水认为，针对高温下劳动者的基本
权益保护，《劳动法》《安全生产法》《职业病
防治法》仅做出较为笼统的规定，《防暑降温
措施管理办法》也只是部门的规范性文件。
当前诉诸劳动仲裁或诉讼的案件极少，说明
相关法规救济机制缺乏可操作性。“应加强

‘高温立法’，通过修改完善《劳动法》等法律
法规，使高温下劳动者权益保护更权威，更有
操作性。”他说。

部分干部、学者认为，保障高温下的劳动
者权益，不仅用人单位应负起主体责任，政府
也应撬动更多社会资源，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为高温下的劳动者送上一份清凉。江西省南
昌市政府近两年引导临街店铺积极参与建起
500 个“清凉驿站”，以便于散布各处的“城市
美容师”环卫工就近休憩、纳凉。“在清凉驿
站，我们身上凉凉的，心里热热的。”年过花
甲的环卫工黎女士说。 （新华）

“躺在床上是红烧，铺张凉席铁板烧”。近日，当超过 35℃的高温来袭、许多人躲在屋内上网“吐槽”时，33 岁的姜强在
炎炎烈日下一脚踏进电解铝车间，昼夜运转、槽温达 950℃以上的电解槽将室外涌进的热浪进一步“烤熟”。仅仅几分钟，
他的衣衫就被汗水浸透。在这样的酷热环境中，他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只要地球不停止运转，就有没法停歇的行业和歇不了的劳动者”。近年来随着高温天气增多，保护劳动者防暑降温权
益更显重要。专家表示，要重视劳动者的“清凉权”，让他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得到更有力的保障。

高温下的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