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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炎炎，热浪袭人。人社部、全国总工会等多部
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高温天气下劳动者权
益保障。“送清凉”、发津贴、强保障，各地正多措并举落
实各项防暑降温措施，呵护酷暑中的劳动者。

休息驿站“送清凉”
3日正午时分，湖北武汉，外卖骑手周振志送完又

一单外卖后，擦了擦汗。因为长时间暴晒，周振志的额
头在头盔边沿形成了明显的肤色分界线。

“天气太热了，要适当休息才行，免得中暑。”周振
志笑着说，“好在现在有很多‘纳凉驿站’可以去，很方
便。”

周振志所说的“纳凉驿站”，是湖北有关部门联合
外卖平台企业等，在党群服务中心、居委会、职工之家
等地设置的为骑手们提供免费饮水、消暑纳凉、图书阅
读、手机充电和无线上网的场所。

近日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高温天气下劳动
者权益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
要充分认识做好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加强组织领导，密切协同配合。

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强调，要积极拓展“司机
之家”、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工会帮扶（服务）中心等
服务设施功能，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为主要服务对象，
为高温天气户外作业职工避暑休息提供便利。

各地纷纷行动，为高温下“逆行”的劳动者送去一
片关爱、一方清凉。

重庆两江新区建立的“劳动者港湾”成了户外劳动
者的“临时之家”。环卫工人邓享贵告诉记者，气温升
高了，他们就前去吹吹空调，休息一下。

据重庆两江新区市政园林水利管护中心环卫科科
长尹书勇介绍，目前两江新区已建成“劳动者港湾”55
座，基本能满足户外劳动者“累了能歇脚、渴了能喝水、
饭凉能加热”的需求。

在河北沧州，新华区站东社区户外劳动者驿站不
仅能为户外劳动者撑起“遮阳伞”，每天还有管理员值
班，对于带孩子不方便的劳动者，可以将孩子放在这里
委托照料。

全国总工会的数据显示，各级工会已建设户外劳

动者服务站点95000余个，投入资金近12亿元。
社会各界也给予了积极关怀。在江西南昌，记者

走访看到，沿街多家店铺贴出告示，表示可供环卫工人
临时纳凉，并为他们免费提供饮用水和必要帮助。

高温津贴及时发
持续高温天气下，劳动保护和劳动风险防范十分

紧迫。多部门联合印发的通知要求，要指导和督促用
人单位落实各项防暑降温措施，及时向符合条件的劳
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各级人社部门要加强执法检查，畅
通举报投诉渠道，依法查处用人单位违法行为。

2日早上6点半，江苏泰州，电力工人潘灵敏已在离
地面40米的电力线路上忙碌。即便这是一天中相对凉
快的时候，潘灵敏依然感到十分闷热，身穿近10斤重的
密闭防护服，每移动一步都汗如雨下。

“每次上去前都会服用一些公司发的防暑药物。
公司最近将作业时间尽可能安排提早，并从6月份开始
发放每月 300元的高温津贴。”潘灵敏说，虽然辛苦，但
是自己及时消除线路故障，让用户的停电时间少一点，
还是很有成就感。

为更好保障高温下作业人员安全，潘灵敏所在的国
网江苏电力近期派专人在现场关注作业人员身体状态。

3日早上8时，南海东部海域的恩平油田，新油田接
入改造项目正如火如荼地进行。阳光经海面反射，格
外刺眼炙热，施工人员汗湿的衣服很快被烤干。

“公司要求我们两个小时必须下来休息一下再干，
并在广东省 6至 10月份每月高温津贴基础上，额外增
加了一线出海补贴。虽然钱不多，但让我们感受到了
高温下的关怀。”生产操作员刘磊甩了甩脸上的汗说。

为了切实维护劳动者权益，近日多地人社部门发
文强调，不能以防暑降温饮料和必需药品充抵高温津
贴，不得因高温天气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而扣除或
降低劳动者工资，同时公布了举报投诉电话。

石家庄市人社局8月1日紧急发文，要求新业态企
业向符合条件的新业态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将会
同有关部门加强对露天岗位工作和有高温作业场所用
人单位的检查力度。

长沙市人社局部署，8月1日至9月30日以建筑、环

卫、公交运输、物流等行业为重点，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高温天气防暑降温专项检查。

合理安排强保障
多部门联合印发的通知要求相关部门指导和督促

用人单位合理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的户外工作时
间，尽量避开酷热时段作业。记者采访了解到，多地用
人单位根据自身生产特点进行了适时调整。

东莞地铁1号线大朗西站的钢筋绑扎作业现场，热
浪蒸腾。“入伏后，钢筋温度常常能达到五六十摄氏
度，工人们戴上防护手套也会烫手。”中铁十九局项目
经理宋晓峰表示，施工大干的时候，现场有上百名工人
坚守岗位，如何保障他们健康安全是工作的一大重点。

针对近日连续高温天气，项目部进行错峰调整，让
工人们一天三班倒，缩短连续作业时间，避开上午10点
半到下午 3点半最热时段。施工现场还配置了休息茶
水间，每天定时提供消暑物品。

午后，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停机坪，地表温度已逼近
65摄氏度。一架入境货机的舷梯旁，飞机监护员韩金
铭身穿全套防护服，仔细检查着来往工作人员的证件，
严防无关人员接近飞机。

“过去一个人要全程监护完一架飞机需要近 3 小
时，中途不能上厕所、休息，常常只能硬扛着。”韩金铭
说，今年机场方面错峰安排作业时段、增加换岗频次，
缩短了员工露天作业时间。“现在 1个小时左右就有人
来接替，轻松了不少。”

除提供防暑降温物品外，新郑机场还加密医护人
员现场高温巡诊频次，全力保障一线员工身体健康、保
证飞行安全。

在浙江金华市义东高速施工现场的一处遮阳棚
内，工人们一边吃西瓜，一边听医生讲解防暑急救知
识。“近期多地有人确诊热射病，于是我们加大热射病
防护知识普及，提高全员安全防范意识。”中铁十五局
集团项目负责人赖门鑫说。

健全防暑降温工作制度、开展职业健康知识培训、完
善劳动者高温天气作业时突发疾病应急处置预案……各
地用人单位正按照通知要求，落实好主体责任，全力保障
劳动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新华社南昌8月6日电（记者 陈毓珊） 记者从江西省水
文监测中心获悉，8月6日2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
位退至11.99米，这意味着鄱阳湖提前进入枯水期。通过对比
历史数据，2022年成为1951年有记录以来鄱阳湖最早进入枯
水期的年份。

6月23日，鄱阳湖星子站出现年最高水位19.43米，较多年
同期均值偏高2.81米。受持续高温少雨和长江来水偏少共同
影响，鄱阳湖水位快速下降，7月9日起水位由偏高转为偏低。
自6月23日以来，鄱阳湖星子站水位44天内下降7.44米，日均
退幅0.17米；8月6日2时，鄱阳湖星子站水位退至11.99米，较
原最早出现枯水期年份（2006年8月22日）提前了16天。

根据气象预测，未来十天江西省仍以高温少雨天气为主，
加之长江流域来水正常偏少，鄱阳湖水位将持续走低。有关
专家建议，关注鄱阳湖水位快速下降对湖区生产、生活、生态
带来的影响，做好用水管理及抗旱保水工作。

暑运正酣。高温下，在黑龙江省有一群铁路守护者，他们
成长、坚守、奉献，保障着铁路安全运行。

仰望太阳的铁路人
第一次爬通信铁塔，潘玉龙花了 20分钟，爬到一半死活

不愿意上了。“半空中抱着梯子，风在吹，塔在晃，往下看晕，往
上看慌。”

潘玉龙，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牡丹江电务段
鸡西西高铁通信车间鸡西西作业工队工长，今年28岁。为保
障高铁列车调度通信正常，他需要定期维护29座平均高度45
米通信铁塔上的设备。

夏天爬塔一身汗，设备维护将近一小时，晒得脱了皮，下
来两眼都发黑；冬天塔顶寒风刺骨，呼出的哈气在帽子和脸
上凝成冰霜。为了能钻进铁塔爬梯外侧的防坠落半圆球笼，
中等身高的潘玉龙需要保持“窈窕身材”。于是他雷打不动，
下班后打一小时篮球，睡前做三五十个俯卧撑，两天一次两
公里跑。

工作 4年，潘玉龙考取了登高作业资质，爬了几百次塔，
现在的他5分钟就能一口气上到塔顶，“我们车间有登高作业
资质的人不多，我很有成就感，还有些享受。”

向上与坚韧，是潘玉龙的鲜明底色。
内燃机车里的7分钟

“必须穿长袖长裤，女同志把头发塞到安全帽里，机车里
面很烫，不要碰到任何部件。”记者不敢怠慢，全副武装，跟着
手拿红外热成像仪的王大辉迈进了狭窄的东风 4D型 0119内
燃机车。

1秒钟，机车部件的巨大轰鸣把其他声音瞬间“屏蔽”；
1分钟，身上开始快速渗出汗珠；
3分钟，60多摄氏度的热浪冲击下，同行的人们只能吼着

交流；
5分钟，王大辉将热成像仪对准了柴油机废气总管，温度

显示380摄氏度；
7分钟，走出机车。听力骤然下降，像被堵上了耳塞，34

摄氏度的空气是如此“清凉”。
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牡丹江机务段电检

测组内燃机车钳工王大辉的日常。高温天气会导致机车因部
件过热等原因发生故障，王大辉要将红外热成像仪对准每一
个部件，通过表面温度来判断机车部件是否存在故障迹象，对
出现“病变”的部件及时更换。

一周上班 5天，运输高峰期每天检测 4个车厢，每个车厢
检测三四十分钟，40多岁的王大辉一干就是4年。

普通而不平庸的铁路人生
白色的口罩染得黢黑，橡胶防护服又厚又沉，一身透汗和

油灰混在一起，刚刚做完内燃机车车底保洁的老杨成了一个
“泥水人”。

老杨全名杨文山，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
佳木斯机务段的机车保洁工，59 岁，1979 年参加工作，在铁
路干了一辈子，还有一年退休。他在工程队盖过房，做过卸
油工，修过锅炉内燃机，直到现在拿着高温水枪清洁内燃机
车。

“火车越来越快了，电气化慢慢铺开了，就连我手里的工
具也高级了。”见证了几十年的铁路发展，老杨很欣慰。10多
年前，老杨的清洁工具，还是蘸饱了废弃机油的棉纱织物，“冬
天机油特别凉，擦几分钟就得暖暖手，不然就冻伤。你别看现
在一身泥一身汗，但跟过去比，效率高多了”。

老杨说，他“很普通”，一直干着普普通通的工作，没什么
惊天动地的事。当被问及如何评价自己作为铁路人的一生，
他“挺满意”，一辈子干好本职工作，“我是螺丝钉”。

采访结束时，记者被老杨脚上的棉线袜吸引，鹅黄色，厚
实，针脚致密，本该冬天穿。见到记者感兴趣，他憨憨一笑——

“媳妇织的，干活的时候能吸汗。”古铜色的脸上泛出沟壑
纵横，汗水顺着皱纹淌出了好几道“小溪”。

各地多措并举强化高温天气下劳动者权益保障
新华社记者 姜琳 樊曦

连日来，湖南多地遭遇高温天气，用电量达到高峰，电煤需求不断
攀升。为保障火电厂的电煤供给，铁路部门积极开辟电煤运输“绿色通
道”，确保电煤运输通道畅通无阻。

新华社发

加强电煤运输 保障高温供电

致敬！那些暑运中的铁路守护者
新华社记者 魏弘毅

2022 年 为 鄱 阳 湖
1951 年有记录以来
最早进入枯水期的年份

8月5日，满载电煤的车厢进入株洲北站下行编组场（无人机照片）。

8月5日，在湖南株洲北站编组场，工人为满载电煤的列车编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