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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在 0℃以下，洒水车却上路继续

洒水，导致部分路面结冰，多名骑电动车

的市民因此摔倒。12 月 19 日，河南信阳罗

山县当地政府表示，18 日降温幅度很大，相

关部门作业前研判失误，未对洒水时间做出

调整。（12月19日极目新闻）

姑且这次“洒水结冰”确实是因为“研

判失误”，但因洒水导致道路湿滑上冻，每年

冬天来临的时候都有发生，却未必都是“研

判失误”。实际上，按照城市道路环卫机械

化作业质量标准，环卫部门对于路面洒水是

有严格的执行标准的：气温低于2℃时，道路

路面不进行洒水作业。

“洒水结冰”显然是当天气温低于规

定，那么为何仍要进行洒水作业？说到底，

是懒政管理作祟。其一，无论洒水于降尘到

底有多少实际作用，只要洒了水，就被认为

于降尘有了作为。懒政思维之下，当然就不

会去多想一想一旦结冰后导致的危害。其

二，冬季洒水作业，尤其要精细管理，比如在

气象学上，气温的测定通常距地表1.5米左

右，而地表温度往往与气温相差2℃~3℃左

右，也就是说，在气温达到0℃之前，地表温度

就已经降至冰点。准确把握洒水时间，不仅

要把握这当中的区别，还要把握早晚与其他

时间的温差，否则，洒水结冰也就不可避免。

有评论认为，从群众年年摔，洒水车年

年“顶风作案”，相关部门年年承诺，可以看

出，少数管理部门的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

还是需要改进。但显然，要改进的不仅是

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而是懒政作派。也

唯有以问责制倒逼，让相关责任人为“连续

相撞事故”等严重后果买单，如此的懒政管

理，才可能终结。 钱夙伟

“洒水结冰”，懒政管理惹的祸

促进低温津贴落地还需法规制度加持
随着多地气温骤降，低温津贴的话题再次

受到关注。低温津贴是用人单位应给予低温

作业劳动者的法定劳动津贴，不过，记者采访

发现，这笔津贴年年呼吁，却年年“遇冷”，难以

真正温暖户外劳动者。专家建议，对明显具有

行业特点的职业、工种，要围绕保障劳动者的

工资报酬，促进低温津贴制度落地。（12月19

日《工人日报》）

实际上，与高温津贴一样，低温津贴也

是用人单位给劳动者在特殊工作环境、条件

下的津贴，属于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

《低温作业分级》规定，工作环境平均气温等

于或低于 5℃的作业，就属于低温作业。对

于低温津贴如何发放，国家并没有明确标

准，只是在2004年发布的《最低工资规定》中

提到，低温津贴不作为最低工资标准的组成

部分，用人单位应按规定另行支付。但遗憾

的是，低温津贴未得到普遍落实。

近年来，多地在出台的相关规定中对低

温津贴有要求，至于低温津贴具体如何实

施，不少地方没有详细规定。这样的要求，

只是“纸面”关怀。有的地方虽明确了标准

和发放时间，但监督不到位，全靠企业自

觉。如果企业不自觉，规定形同虚设。还有

的地方津贴标准制定得过于苛刻，比如“在

零下25℃以下高寒天气室外连续作业4小时

以上”才可以领取津贴。这种标准缺乏人性

化和可操作性，只是“看上去挺美”。

笔者认为，促进低温津贴落地，还需法

规制度加持。鉴于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方冬

季气温差别大，从国家层面来说，可以在低

温津贴发放条件、范围等方面提供基本制度

设计，相关省份结合实际进行细化，制定地

方性法规或规章制度，明确发放对象、发放

条件、发放标准、发放时间、发放形式等。也

可考虑以行业为抓手，对明显具有行业性特

点的职业、工种，围绕保障劳动者的工资报

酬，完善规章制度，促进低温津贴落地。

在具体落实上，相关部门应像抓高温津

贴一样，重视和解决低温津贴问题。可以考

虑制定相关指导意见或执行标准，明确企业

拖欠低温津贴的法律责任，建立相关追责制

度，增强落实低温津贴的可操作性。除了发

放低温津贴，还应督促企业积极改善严寒天

气作业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增配取暖设备，

提供必要的防护用品，减少户外工作时间

等。工会组织也应“站出来”为劳动者撑腰，

积极推动低温津贴落实及劳动者权益保护。

总之，促进低温津贴落地，亟须明细相

关法律法规，完善常态化制度保障。期待更

多具有人性化、可操作性的法规制度及时出

台，政府部门、用人单位和社会各界形成合

力，切实保障低温作业劳动者合法权益，这

样才能让温暖留在劳动者心底。 付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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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
平时多运动 、有空多读书、没事早点

睡。用自律打败安逸，用坚持打败颓废。照

顾好自己，才能用饱满的热情，去追求那些

你想追求的未来。 @人民日报

我们将心比心，
是最值得学习的社交技巧

身边受欢迎的人，往往有“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体贴，以及将心比心的善良。

会倾听，懂尊重；不计较、懂宽容；有分寸、

懂距离；有诚信、懂承诺……这些人际交往

中的小细节，让你更容易获得信赖和支

持。愿你也能成为一个温暖的人！

@人民日报

出版单位 安徽市场星报社

地 址 合肥市黄山路599号

时代数码港24楼

几天前，一个居民

群里，一位老人连发了

几条信息求购一支体

温计。老人说，自己和

老伴是 80 岁的独居老

人，腿脚不方便，看看

哪位邻居最近要去药店，帮忙带一支体温

计。老人的几条消息得到了好几个“我可以

帮忙”的回复。很快，就有邻居把体温计放

在了老人门口。（12月19日《中国青年报》）

这个冬天，有点冷。大部分地区气温持

续偏低，南方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或突破同

期历史极值，多地将开启“速冻”模式。

这个冬天，有点冷。根据各地预测，接下

来这段时间到明年1月中旬左右，全国各地将

迎来第一波疫情高峰。这期间恰逢农历新

年，疫情将伴随人口流动加速传播。在物流

不畅、药品紧张的背景下，让一些家庭，尤其

是空巢老人或是有幼儿的家庭多了些寒意。

这个冬天，不冷！最近，在不少社区的

微信群里，“我可以帮忙”成了高频回复。一

支体温计、几粒退烧药、一小罐婴儿奶粉

……微信群里的求助，总有热心邻居的回

应，举手之劳带着温度。

这个冬天，很温暖。一句“我可以帮

忙”，送去了邻里之间的关爱和温情。

群里的对话并未结束。一位邻居说，自

己每天晚上都会开启抢菜模式，老人有啥需

要，他一并下单。也有邻居说，家里有富余

的大米，可以给老人送10斤。不断有邻居加

入回复——“孩子不在身边，您随时在群里

说话”“您有困难，就在群里说，能帮的大家

一定会伸出援手”。

当天，老人的家门口不仅有邻居放的体

温计，还有蔬菜和罐头。有的邻居还专门给

老人送了电子体温计。

这个故事，只是众多温暖故事海洋中的

一朵小小浪花。“还有人需要感冒药吗，我来

帮忙下单……”有居民得知一些年长的邻居

不会使用手机下单买药，主动提出帮大家在

线上购药。有妈妈求助说，哪位邻居有富余

的酒精，请求支援一下。很快，就有邻居把

酒精放在了求助妈妈的家门口。得知社区

工作者因“中招”减员后，诸多居民报名参与

健康包发放。为解决感冒退烧药品暂时短

缺的难题，不少地方发起“邻里互助，雪中送

炭”行动，众多邻里开始无接触式药物共享，

在楼门微信群中搭建药物共享平台，解决群

众紧急用药难题。

一句“我可以帮忙”就是邻居间最有力的

支撑。邻里守望相助，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传

统美德。在平常的日子里，邻里守望相助，能

够安享岁月静好；在这个疫情防控新阶段，邻

里守望相助，能够共渡时艰难关。 关育兵

“我可以帮忙”，让这个冬天有暖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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