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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是我们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然而进入 7
月份以来，随着气温的不断升高，鸡蛋价格也一路
走高。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截至昨天，全国鸡蛋批发
均价为 9.73 元 / 公斤， 与月初的 8.36 元 / 公斤相
比，涨幅超过 16%。 鸡蛋价格高涨，给市场带来了哪
些影响呢？

常州市金坛区某蛋糕店主从事烘焙生意的高
先生，每天都要从菜市场采购大量鸡蛋。 他告诉记
者，一筐鸡蛋 13.5 公斤，半个月来价格上涨了二十
多元。 经营成本提高后， 作为商家的他深感压力，

“(蛋糕)价格没有涨，我做的小区(生意)的话，都是老
客户，你忽然之间把价格上涨，别人心理上可能承
受不了，现在我们只能是压低自己的利润空间来做
这个事情。 ”

而在四川仁寿，不少喜欢吃甜品的消费者已经
感受到了鸡蛋价格上涨带来的变化。 顾客骆睿轩表
示：“之前我们购买蛋挞是 4 元一个，现在已经变成
了 5.5 元一个。 ”

鸡蛋价格上涨了，那么养殖户的收入有没有增
加？ 鸡蛋价格还会不会继续上涨呢？

在江苏常州金坛区，养殖户滕国富的蛋鸡养殖
基地有 15 个大棚，共养殖蛋鸡 5 万只。 滕国富告诉
记者，虽然鸡蛋价格一路走高，但对他来说利润并
没有增多。 这是因为一方面天气炎热，产蛋量下降，
另一方面每个养殖大棚都要用上水循环空调降温，
每天电费约 400 元，养殖成本有所增加。

在四川仁寿县的一家生态养殖场，23 万只蛋鸡
分别排列在 6 栋鸡舍内，日产鲜鸡蛋 13 吨以上。 最
近，他们的鸡蛋开始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业内人士表示，近期受季节因素影响，鸡蛋供
应紧张，是导致鸡蛋价格走高的主要原因。 此外，猪
肉价格的走高也进一步推升了鸡蛋价格的上涨。 业
内人士预计， 随着中秋节及返校季等因素的影响，
后期鸡蛋价格仍将出现小幅上涨。 （央视）

南京市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案审科
科长金浩介绍，近年来，南京市一级查处的涉
及高温津贴的劳动举报投诉中，10%的举报投
诉是用人单位明显达到发放条件但未发放，
还有 40%的举报投诉存在争议。 主要的争议
点，包括每月的高温天数有多少、是否达到发
放条件等。

除了发放条件尚存争议，高温津贴的发放
标准较为复杂，也给了一些企业空子可钻。 记
者发现，长期以来，各地高温津贴发放政策不
一。 在计算方式上，有的按月计算，有的按天甚
至按小时计算；在工作岗位上，有的区分了室外
作业、室内高温作业、室内非高温作业等。

以石家庄市为例， 从事室外露天作业的
劳动者，每人每小时（含加班加点）2 元。 没有
防暑降温设备， 或防暑降温设备达不到降低
工作场所温度效果的室内劳动者， 每人每小
时 1.5 元。

专家指出，考虑到经济发展、物价上涨等

因素，夏季高温津贴应做到逐年调整，同时兼
顾企业的承受能力。

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徐莉
认为， 高温天气的认定往往根据气象部门
发布的消息， 但发布的气温与体感温度有
差异 ， 另外很难要求每
个工地实时监测气温。
这就需要通过加强立法
予以明确。 同时，应简化
高温津贴发放标准 ，让
劳动执法部门和仲裁部
门有法可依。

针对克扣高温津贴企
业违规成本低的问题，金
浩建议，引入信用评价、联
合惩戒机制， 将违法企业
列入黑名单， 推动高温津
贴发放到位。

（据新华社）

（（资资料料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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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7 月以来， 全国多地进入“烧烤模式”， 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
40℃以上。 中央和地方政府就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出台措施，重申高温津
贴应发放到位。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行业和企业发放高温津贴仍不到位，有劳动者
反映“听说过、没拿过”。 此外，今年以来，上海、福建、天津等省市陆续调
整高温津贴标准，但有的地方标准多年未变。

全国多地进入“烧烤模式”
有多少劳动者
拿到高温津贴？

7 月的一天中午，北京地面温度近 39℃。
53 岁的唐师傅在西城区金融街街道一处建筑
工地上， 跟工友们顶着灼热的阳光清理建材
垃圾，汗水湿透了他的衣服。

“听说过高温津贴，就是从来没见过。 ”唐
师傅告诉记者，他在全国各地建筑工地上干了
20 年，从来没领到过高温津贴。 其他工友们也
反映，在网上、新闻上看到过高温津贴，但不知
道自己是不是能享受、每个月该领多少。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
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
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以下
的，应当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

记者在北京、江苏等地采访了解到，各地
人社部门连续多年进行专项执法检查， 但仍
有少数行业和单位落实不到位， 一些劳动者
反映没拿过高温津贴。

项目施工方一位白姓工作人员解释，去
年夏天高温天气期间， 公司向工人发放了藿
香正气水等物品， 今年防暑降温物资还没有
采购。“我们公司的员工是享受高温津贴的，
但建筑工人不是和公司签的劳动合同， 高温

津贴应由包工头发放。 ”
徐州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主任科员孙柱

说，在检查中发现，民企对高温津贴落实相对
不够，此外，建筑、物业等临时岗位较多的行
业也是高温津贴少发、漏发的“重灾区”。 除了
日常检查发现和受理员工举报， 人社部门对
用人单位落实高温津贴的约束力也有限。

此外，记者采访发现，一些用人单位为减
少高温津贴的发放，手段花样繁多：有的把高
温津贴计算在最低工资标准内， 或者把本该
平时发放的奖金，一部分计为高温津贴；有的
通过发放防暑降温物品替代高温津贴， 用西
瓜、 绿豆汤打发了事。 有工人算了这样一笔
账：“西瓜 2 元一斤，绿豆汤 3 元一碗，一个月
下来也只有几十元的成本， 比发两三百元的
高温津贴省多了。 ”

针对上述现象， 山西省劳动保障监察总
队日前明确表示， 高温津贴是劳动报酬的组
成部分，并非可发可不发的“福利”，不按规定
发放高温津贴等同于拖欠工资。 用人单位给
高温下劳动者提供足够防暑降温饮料及必需
药品是应尽义务，不得充抵高温津贴。

记者发现， 自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2012 年印发以来，至少 24 个省区市调整过高
温津贴标准。 今年以来，上海、福建、天津等省
市又陆续调整高温津贴标准。

4 月底， 福建省对现行夏季高温津贴发放
标准进行调整，5 月应当按实际高温天数向劳
动者支付高温津贴， 支付标准由每人每天 9.2
元提高到 12 元；6 月至 9 月应当按月或按实际
高温天数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每人每月由
此前的 200 元调整为 260 元。今年 5 月，上海人
社部门宣布， 夏季高温津贴标准从每月 200 元
调整为每月 300 元，每年 6 月至 9 月发放。

与此同时，上海、福建两地都把高温津贴纳
入了工资总额。 这就意味着，企业在计算职工
社会保险费基数时，也应将高温津贴计算在内。

天津市则明确规定， 高温津贴的标准为
上年度全市职工日平均工资 12%， 按照 2018
年度天津职工月平均工资 5871 元计算，今年
的高温津贴标准为每人每天 32 元，较去年增
加 3%左右。

按照规定， 高温津贴标准由省级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并根据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适时调整。 但有的地方高温
津贴标准“原地踏步”多年，有的超过10年未变。

河南省每天 10 元的高温津贴标准，从
2008 年沿用至今；广东省自 2007 年以来，高温
津贴的最高金额始终为每月 150 元； 湖南省
2005 年规定， 高温津贴标准为每人最低每月
150 元，如需按天数折算高温津贴，每人每天不
低于 6.9 元，这一标准已有 14 年未予调整。

有劳动者反映“听说过、没拿过”，用人单位“花式克扣”

多地调整高温津贴标准，有的地方十余年未变

为劳动者撑起高温下的法律“保护伞”，
专家建议引入信用评价、联合惩戒机制

1 筐鸡蛋，半个月涨 20 元

蛋价不“淡定”

鸡蛋供不应求 价格或将持续上涨

鸡蛋价格上涨 蛋糕甜点跟着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