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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津贴不妨纳入工资设计
□ 木须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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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I CHANG DAO非常道

录取批次合并
如何填报平行志愿？

①冲：把 A 志愿报得稍

高，“冲”一下心仪学校中收

分最高的那所；②稳：B、C

志愿求“稳”，填报把握较大

的学校；③保：D、E 志愿要

能“保”险，填报一定能录取

的学校；④垫：分数在往年

二本线左右需重视 F 志愿，

选一所往年的三本院校来

“垫”底。 @人民日报

身份证、手机、
银行卡一起丢了
记住这6步！

①致电手机运营商挂

失手机号；②致电银行挂失

银行卡；③手机绑定支付宝

的，拨打95188挂失；④微信

用户登录 110.qq.com 冻结

账号；⑤向常住户口所在地

派出所申报丢失补领身份

证；⑥到手机运营商处补手

机卡。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让孩子远离
“毒跑道”还要靠法律发力！

近日，北京市丰台区星

空俊才实验艺术幼儿园有

多名孩子出现了流鼻血、咳

嗽、头晕、出红疹等症状，甚

至有孩子凝血功能出现异

常，家长怀疑跟最近新翻修

的塑胶操场有关。

《人民日报》文章指出，

塑胶跑道虽然现代华美，但

里面如果裹挟着太多的功

利，做不成放心工程，那么

只能让校园沦为现代化的

讽喻。没有孩子健康的守

护，哪有未来祖国栋梁的成

长。任由“生态炸弹”埋伏在

孩子身边，无论财富多少、地

位高低，所有人都可能是潜

在的受害者。要让“毒跑道”

远离我们的孩子和学校，更

要发挥法律的威力。

农村少年大量辍学
并非因为穷得上不起

“2016 年中国农业政策

研究中心报告：农村地区中

学 阶 段 累 计 辍 学 率 高 达

63%。更严重的是，现在乡村

少年辍学并非因为穷得上不

起学，而是家长和自己都打

心眼里觉得读书没什么用！

读书一是难，二是没见读书

的多挣几个钱。早早出去打

工，或者做个牛逼哄哄的社

会人岂不乐哉？所以农村少

年大量早早脱离了学校。”

——专栏作家@陈宗鹤先生

SHI XIANG ZA TAN世相杂谈

滴滴快车乱象
不应被小概率遮蔽

□刘建国

昨天，市民

王女士反映，几

天前她用滴滴快

车约车，因为赶

时间，在等车时

她就打了出租车

离开。随后，她

和滴滴司机进行

了沟通。谁知，

当晚她便收到近

百条验证码和多

个骚扰电话。随

后，她向滴滴客服投诉，滴滴客服称核实后处理。（6月12日《北京晨报》）
仅仅因为取消订单，滴滴司机就进行骚扰，确实有些不理智。诚然，乘客

取消订单，意味着司机将会丢掉一定的收入。但乘客已为此专门致歉，假如司

机再以骚扰手段报复，明显有点太过分了，而且涉嫌侵权。即便对于滴滴快车

来说，类似的司机只是凤毛麟角，但停留于小概率的视角，只会让乘客利益面

临更大的威胁。

根据媒体报道，滴滴快车所引发的安全问题并不少见。比如，深圳女司机

被滴滴司机抢劫杀害、长沙电技选手被滴滴司机砍伤等，再比如，诸如报道中

的乘客被短信注册验证码和呼死你骚扰，甚至是短信威胁，都让滴滴面临大量

公关。然而，面对滴滴快车中的乱象，一些人却认为滴滴平台随着人数增多必

然会出现安全问题，比如100个人里面有1个人可能出现问题，那么当平台人

数增长到数千万的，也有可能出现数十万的安全事件。于是乎，一些人坚持认

为应该以大数原则为依据，出现个别的安全问题，并不需要大惊小怪。

其实，如此的想法面前，显然缺乏理智客观的分析，不仅会撇清滴滴平台

的责任，而且不利于乘客合法权益的保障。一方面，小概率并不是盖然性的结

论，对于企业来说，应该追求完美的结果，不能因此而停滞不前、固步自封。另

一方面，即便滴滴快车运营的主流是好的，滴滴快车所存在的乱象是小概率事

件，但是只要发生一起，就意味着一位乘客合法权益遭受侵害。对于滴滴快车

来说，极少数乱象可能无关大局，但对于个人权益被侵犯的乘客来说，则让小

概率变为百分之百的发生几率。

不可否认，滴滴快车运营中的乱象，只是小概率事件，但却需要滴滴快车

平台认真妥善加以解决。假如，任由滴滴快车乱象滋生和蔓延，必然会扰乱整

个行业的运营秩序，乘客们的合法权益也会面临更大的威胁。

进入6月，不少地区迎来夏季高温期，高温津贴也进入发放时间。记者注

意到，目前全国至少已有28个省份明确了津贴发放标准。而本月，全国范围内

也将开展用人单位遵守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专项检查，高温津

贴发放情况被列入其中。（6月12日中国新闻网）
近些年，高温津贴几乎是季节话题，逢夏必热。高温津贴反映在落实上，

存在两大问题：一是“鸡肋”福利。高温津贴的标准实行静态标准，或按天或按

月计算，标准调整滞后于工资与物价增长水平，一个标准执行多年，一个夏季

百十元，形同“鸡肋”。同时，计算方式复杂，多地的高温津贴，发放分行业、分

室内室外，有的还区别实际温度按天计算，给实务的执行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以至于一些行业发放少量有钱物“意思”“意思”，还有的干脆什么也不发。

二是“纸上福利”。高温津贴一直都被定位为劳动福利的范围，主要政策

依据是《防暑降温管理办法》，津贴只是高温条件下劳动保护措施之一，并没有

上升到法律法规的层面，办法宽泛性规定多，保障性措施少，可操作性差，这也

是导致高温津贴有政策不执行，广大劳动者高温环境下权益落空的根本原因。

高温津贴沦为“鸡肋”和“纸上福利”，说到底是制度设计缺少刚性和保障

的操作性，使得福利停留于政策，浮于表面，导致落实不彻底、不连续，单纯靠

用人单位的“良心”并不足以形成用工社会责任的自觉。虽然，在媒体的关注

下，近些年高温津贴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各地也都先后调整了相关标准，但没

有有效解决其现实的执行土壤。

高温津贴更宜纳入劳动用工范畴内规范，成为用工劳动福利的一部分，纳

入到工资的设计中，作为劳动者的权益之一，进行常态监管。一方面，高温津

贴与职工工资挂钩，占到一定的比例，比例的多少视行业实际适度差别化。具

体标准的制定，以各省天气统计资料的平均高温天气天数为准，测算发放的月

数以及在工资中的占比。

另一方面，高温津贴作为劳动用工的组成部分，除了应写入相关的劳动法

律法规之外，还应纳入劳动合同、劳动维权等事项内，在监管之中有一席之地，

破除执行上“最后一米”的障碍。

“健身入医保”
具有样本意义
□ 汪昌莲

让老百姓多健身、少生病，今年年初，南京市先行

在全民健身中心、奥体中心、台城健身中心、秦淮区全

民健身中心等 7 家单位试点刷医保卡健身。统计显

示，截至5月底，全市共有262名市民刷医保卡健身，刷

卡金额达101052元。市民普遍反映，医保卡健身存在

政策知晓度不高、试点范围过窄等问题。（6月12日
《南京日报》）

早在去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体育界别的众委

员建议“将健身消费纳入医保范围”，在网上引起热议，

表明这个建议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如此语境下，南京

开展“刷医保卡健身”，显然是一种积极的探索。事实

上，给医保卡“松绑”，本身就是一种民意诉求。更何

况，参加体育健身活动，可以提高人的体质，更可以预

防疾病，这显然与建立医疗保险制度的初衷一脉相

承。可见，健身入医保，是一剂良方。

不可否认，尽管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禁止医保定点

药店销售生活用品”等，但许多医保定点药店，仍然明

目张胆地将日常用品摆成了“超市”，有关部门不会没

有发现吧？难道一些市民拿医保卡“买酱油”，监管部

门也在“打酱油”？既然监管部门看见市民在拿医保卡

“买酱油”，而他们继续“打酱油”，这就表明他们已经默

许了让医保卡去充当消费卡；既然已经默许了让医保

卡成消费卡，那监管部门仍虚张声势地搬出这规定、那

禁令，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可见，健身入医保，具有样本意义。与其规定、禁

令形同虚设，“卡”不住“医保卡变身消费卡”，不如将其

废除，放手让市民用医保卡去解决日常生活所需。值

得注意的是，此前有专家呼吁，让养老、医保等闲置

资金与住房公积金“嫁接”，解决困难群众购不起房、

住房难问题，那么，就当允许医保卡“客串”健身卡，

是一次“试水”吧。要知道，用健身活动预防疾病，是

医保的最高境界。

严重交通失信禁上高速
缺乏法律依据
□ 魏文彪

西安高速交警决定从7月1日起，对严重影响高速

公路行车秩序及存在事故隐患的交通违法行为建立失

信“黑名单”。据介绍，启用“黑名单”机制后，肇事逃

逸、伪造、变造或使用伪造、变造车牌、行驶证等、无照

驾驶、醉驾、毒驾、在一个记分周期内出现 3 次一般交

通失信行为的情况，都将构成严重交通失信。严重交

通失信驾驶人或者机动车将受到禁止进入高速公路的

惩罚。（6月12日《华商报》）
交通失信行为尤其是严重交通失信行为危害后果

严重，确实应当予以惩戒。但是，行政执法部门行政与

执法，必须具有法律法规依据。而我国当前没有任何

一部法律法规规定对严重交通失信驾驶人或机动车实

施禁止进入高速公路的惩罚，在这种情形下，像西安高

速交警这样拟对严重交通失信驾驶人或者机动车采取

禁止进入高速公路的惩罚，缺乏法律法规依据，严格说

起来，属于超越法律法规的违法执法行为。

实际上，我国现有法律对部分严重交通失信行为

规定了终身禁驾惩处方式，只要得到严格执行，就能有

效减少严重交通失信行为的发生。而对部分严重交通

失信行为驾驶人依法实施终身禁驾处罚，其自然也就

不存在驾车进入高速公路的问题，像西安高速交警这

样拟对严重交通失信驾驶人或者机动车采取禁止进入

高速公路的惩罚，也属画蛇添足、并无必要之举。

从程序上说，类似禁止机动车驾驶人进入高速公

路这样的规定，只能由最高立法机关通过立法决定是

否作出，地方行政执法部门根本无权就此作出规定。

尽管西安高速交警希冀通过严厉惩戒减少严重交通失

信行为发生的初衷可以理解，但是作为执法部门恪守

权力边界，严格依法执法更为重要。须知，逾越法律法

规规定实施违法执法行为，其导致的后果，很可能会比

其意欲惩戒的违法行为本身更为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