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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津贴制度执行需“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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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品牌

一个劳务品牌 一张就业名片：
上海特色劳务品牌之“上海阿姨”

高温天外卖小哥不送快递，他们干什么去了……
末伏已至，暑意难消。在持

续的高温天气下，建筑工人们始
终坚守在一线岗位，外卖骑手不
畏炎夏，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

近年来，普陀区人社局始
终关注着这些默默奉献的城市
建设者们，通过扎实推进根治
欠薪各项工作，强化源头治理，
确保农民工工资及时发放到
位；广泛开展工伤保险宣传活
动，率先试点新就业形态就业
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优化参保
服务，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们
保驾护航。

持续推进根治欠薪工
作，助力打造和谐暖心工地

为持续巩固拓展欠薪治理
成果，有效防范建筑工地各类
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危害，全力
维护好劳动者合法权益，自
2024 年 8 月起，普陀区人社局
联合区建管委、区绿容局及区
房管局，共同派出人员组成联
合检查组，对辖区16个在建工
程建设项目的农民工工资支付
情况开展实地检查，并开展工
伤保险宣传活动。

检查组深入在建项目工
地，详细了解农民工工资支付
情况，督促企业自觉知法守法，
并通过发放工伤保险宣传折页
等方式，向施工单位管理人员

及建筑工人进行工伤保险政策
解读，要求施工单位严格落实
社会保险相关政策规定，做好
工伤事故预防措施。同时，检查
组还督促施工企业积极落实防
暑降温措施，切实做好“三伏
天”高温天气防暑工作，确保劳
动者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打
造和谐暖心工地。

检查过程中，工人们纷纷
表示：“开工到现在，工地上每
月都按时发放工资，还为我们
这些工友们配备并发放绿豆
汤、藿香正气水、人丹丸等防暑
降温物品，切实把我们的安全
施工放在了首位！”工程项目负
责人表示，将继续关注天气变
化，加强与一线劳动者们的沟
通和交流，扎实做好防暑降温
工作，切实保障大家的健康和

施工安全，为坚守岗位的建设
者提供保障。

工伤保险政策“声入人
心”，为蓝骑士合法权益保
驾护航

今年正值《工伤保险条例》
《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颁
布20周年。7月以来，普陀区人
社局以“走进奔跑者——栉风
沐雨，与您同行”为主题，在全
区范围内开展工伤保险宣传活
动，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咨
询、培训讲座、在线互动等方
式，进一步普及政策法规。

同时，普陀区人社局牵头
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普陀
分中心、区应急管理局等部门
在拉扎斯网络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饿了么”平台运营商）开

展了面向外卖骑手的职业伤害
保障政策集中宣传咨询活动，
通过现场摆放宣传展板、张贴
宣传海报、设立咨询摊位，耐心
为骑手答疑解惑。全系列活动
累计吸引劳动者 400 余人次，
发放各类宣传资料400余份。

活动现场，外卖骑手们认
真阅读着宣传资料，不少人坦
言：“之前对工伤保险和职业伤
害这些政策不是特别清楚，今
天看到有这个活动，正好可以
了解一下，这样以后工作心里
也更有底了。”

还有人当场对工作人员表
达了自己的看法：“我们送外卖
的，经常会遇到各种路况和天
气状况，受伤的风险也不小。今
天的现场讲解，对职业伤害认
定以及工伤保险政策有了更深
入的认识，国家对灵活就业人
员的保障更到位了。”

2022 年 9 月，根据国家人

社部有关工作部署，普陀区人
社局指导“饿了么”平台运营商
拉扎斯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建立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争
议调解组织——“蓝骑士争议
调解委员会”，并同步试点推进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
保障。通过指导“饿了么”平台
企业不断宣传职业伤害保障政
策、持续完善调解工作规范，确
保各项试点工作落实落地，有
效维护平台骑手合法权益。

炎炎末伏天，像建筑工人、
外卖骑手这样不畏炎夏、始终忙
碌的城市建设者，他们是这座城
市的无名英雄。普陀区人社局将
持续健全根治欠薪长效机制，及
时防范劳动关系矛盾风险，不
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努
力提升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的
保障水平，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
的急难愁盼，确保劳动关系和谐
和社会稳定。（普陀区人社局）

一、高温津贴的发放标
准有“细致”安排

案例：小林在 2023 年 7 月
期间因为病假等原因，当月请了
3天病假，未出满全勤。根据他
所在的公司规定，小林从事的岗
位属于可以享受夏季高温津贴
的范围。但公司HR在如何给他
计算高温津贴时却犯了难。在

《通知》中，仅仅规定了足月的高
温津贴标准，未规定未出满全勤
情况下的计算方法。这种情况
下，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

案例分析：纵观我国不同
地区的高温津贴标准，有些地
区公布每月标准，有些地区则
公布每日标准，本市采取的是
公布每月标准的做法。《通知》
第一条明确：“自2019年6月1日
起，本市夏季高温津贴标准从
200 元/月调整为 300 元/月。”

《通知》第三条则明确：“夏季高
温津贴纳入工资总额。”《上海
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第十四
条则规定：“日工资按月工资除
以每月平均计薪天数 21.75 天
计算；小时工资按日工资除以
8小时计算。”

因此，从规定本身来看，
高温津贴作为工资总额的组

成部分，对于未出满全勤的情
况下，应当秉承工资计算的原
则，即按日或按小时折算。实
践操作中，对于请病事假等未
出满全勤职工的高温费，原则
上可按月平均工作日 21.75 天
折算后进行发放。一般有两种
基本的缺勤高温费计算方法：
（1）当月高温费=日高温费标
准（300 元/21.75 天）×当月出
勤日；（2）当月高温费=月高温
费标准(300元)-日高温费标准
（300元/21.75天）×请假天数。
在此基础上，如果遇到职工
领取时薪酬的劳动者，甚至
可以细化到小时进行折算。
以上这些折算办法，单位可在
规章制度中自主规定，但应明
确统一操作办法，并与病事假
工资、加班工资等支付办法相
衔接。此外，扣除了高温津贴
等项目后，职工每月实际拿到
手的钱不能低于本市最低工
资标准。

二、高温津贴的享受条
件有“细节”要求

案例：小黄是一名建筑类
企业的道路养护工，由于工作
性质，为了不影响白天城市道
路的交通运行，他经常被安排
凌晨之后开展道路养护工作。
公司 HR 告诉小黄，由于其一
直做的是夜班，即使在夏季，夜
间气温也明显低于日间，没有
达到高温的水平，所以他不符合
享受夏季高温津贴的条件。对于
用人单位对小黄这样的处理，是
否符合本市的相应规范呢？

案例分析：《通知》第二条
明确：“企业每年 6 月至 9 月安
排劳动者露天工作以及不能采
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
低到33℃以下的（不含33℃），
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夏季高温津
贴。对于劳动者工作场所的性
质难以确定的特殊情况，企业
应结合实际，通过工资集体协
商等形式，合理制定发放办
法。”从具体细节上看，季节性
高温津贴的发放时间应当为每
年6月1日至9月30日；发放条
件则是以下两种情形满足一个
即可：（1）露天工作；（2）不能采
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
低到33℃以下的（不含33℃）。
因此，高温津贴发放的条件与职
工从事的是日班还是夜班，没有
直接关联，而是与是否为露天工
作及工作场所温度有关。

在实务操作中，我们还可
能遇到对高温津贴另一种适用
标准的错误理解，即把“不能采
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
低到33℃以下的（不含33℃）”
误解为“当日天气预报中的气
温达到33℃以上”。其实享受夏
季高温津贴的条件与天气预
报情况没有直接关联，而是与
实际工作场所温度情况有关。
例如，某企业的生产大棚温度
明显高于外部气温，即使当日
天气预报的外部气温未达到
33℃以上，但企业未能证明其
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
度降低到 33℃以下的，亦符合
相应岗位职工享受高温津贴
的条件。 （张佶）

近年来，上海人社
部门积极推进劳务品牌
建设工作，打造了一批
富有区域特色、行业特
征和技能特点的劳务品
牌。劳务品牌的建设发
展，成为了促进高质量
充分就业的重要载体，
成为了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有力举措。

“上海阿姨”作为上海市家协打造的特色家政劳务品牌，
在扩大家政服务有效供给、推动家政服务提质增效、促进家
政服务人员就业增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海阿姨：匠心品质 助力千家万户美好生活

品牌内涵
“上海阿姨”劳务品牌，始终围绕上海家政市场的供给侧

矛盾和深度老龄化、生育政策放开等实际情况，在“精”字上
下功夫，在“准”字上做文章。品牌定位，强调互利共赢、精准
服务的理念。联手协会会员单位的专业力量，对接云南全省、
江苏、甘肃、四川和安徽等劳务大省，对当地愿意从事家政服
务且有外出就业意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失业及待业人口采
取送教上门，因地制宜地开展家政服务相关技能培训，侧重
于母婴护理和家庭照护方面，并根据参加培训人员的实际需
求，实现当地就业、区域就业或来沪就业。

就业创业
为经过培训的从业人员提供个性化的就业指导和职业

规划支持，帮助从业人员了解市场需求，寻找适合的工作机
会。开展职业技能认定、协调各方资源，与多地家政协会签订
合作意向协议，推动行业协同发展。对接用工单位，建立合作
关系，促进从业人员与用户的对接，提供就业机会。为帮助愿
意来沪就业的学员实现就业，降低学员往返时间和资金成
本，协会鼓励招聘家政企业采取网络视频面试的方式，既降
低了往返路程的时间和资金成本，又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
从企业招聘报名到来沪就职只用了10天的时间，家政企业和
来沪就业学员满意度非常高。

技能培训
针对家政市场需求，在施教中采取当地师资进行基础培

训、上海选派资深老师上门培训，既充分利用当地现有的教
学培训资源，建立家政技能基础培训机制，又发挥协会在家
政职业技能培训的专业优势，采取送教上门方式，因地制宜，
优势互补，累计培训4000多人。

推广发展
今后，“上海阿姨”劳务品牌还将继续发挥自身的资源优

势，通过精准就业服务引导，帮助劳动力转移到家政服务领域
就业，实现妇女就业意愿与家庭服务需求的有效对接，同时增
加上海家政服务市场供给，促进行业健康、持续、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