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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佳航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为汽车一站式服务
经营：车险投保，定损查勘，道路救援，钣金喷漆，维护保养等一切车辆服务。

精湛的工艺，亲民的价格，让您省心省力更省钱！
地址：沧州市新华区海河东路（沧州荣复军人疗养院对面） 联系人：黄经理17888777771

近来，多地开启“速冻”模
式。然而，低温津贴等低温劳动
保护工作仍存在落实难的情况。
专业人士建议，根据地理分布和
行业情况制定低温津贴发放标
准。

“天儿太冷了，我得找个换
电站缓缓脚，不然挺不下去了。”
近日，吉林省长春市最低气温零
下 18摄氏度，下午送完一单外
卖后，骑手张帅的双脚被冻得没
了知觉。

当天，冷风吹到脸上宛如刀
子一般。由于前一天刚下过雪，
张帅骑着电动车走街串巷，已经
摔了两个跟头。

2023 年 12 月中旬起，冷空
气来袭，多地开启降温降雪的

“速冻”模式，长春多日气温低至
零下 20摄氏度。这种条件下，外
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
外劳动者不仅要坚守岗位，还会
因恶劣天气增加工作量。

他们的辛勤付出关系到城
市正常运转。将发放低温津贴等
低温劳动保护做得更好，是对户
外劳动者应有的关怀。然而，记
者采访发现，低温津贴仍存在落
实难的情况。

“骑电动车跑几
公里就冻麻了”

“对我们来说，冬天是最难
熬的时候，骑电动车跑几公里就
冻麻了。”张帅说。

劳动者在寒冷气候条件下
工作，易引发冻伤、呼吸系统疾
病、关节功能损伤，诱发心血管

疾病等。2013年和2015年，我国
先后把“冻伤”和“低温”纳入《职
业病分类和目录》和《职业病危
害因素分类目录》。

气温骤降，街上行人“全副
武装”，看起来很臃肿。连帽围
脖、工作服、薄棉裤、大头鞋，每
天户外工作 14个小时的张帅穿
得却略显单薄。

“冬天不敢穿太多，跑下来
出一身汗，风一吹容易感冒。”从
头到脚的这身装备都是张帅自
己购置的，他从没想过平台会提
供保暖装备和低温津贴。

入冬以来，长春市下了好几
场雪，清雪任务重、时间紧，环卫
工人忙得不可开交。55 岁的环
卫工人王春玲说，环卫工作多是
农村进城务工的人在干，人员在
五六十岁左右，“不大好招人，我
们班组现在还缺一个人。起早贪
黑地干，凌晨最冷，手脚都是木
的，腰酸背疼，实在难受就贴点
止疼膏药，还有人靠吃止痛片硬
撑着。”

王春玲脚上穿的是一双从
小区垃圾箱里捡到的雪地靴。为
了保暖，她垫了两双鞋垫、穿了
两双厚袜子，还戴上了自己缝制
的皮毛一体手套。单位发了工作
棉服，王春玲觉得薄，特意在里
面加了件羽绒服。尽管如此，还
是顶不住刺骨的寒风，“冻麻了”
就进街旁小店暖和一下。

“低温津贴？没听
说过”

按照 2004 年施行的《最低

工资规定》，在低温的劳动环境
下，用人单位应支付低温津贴。
近年来，部分省市尤其是北方地
区出台了关于低温补贴发放标
准的规定。例如，吉林省规定，每
年 1月、2月、12月，向连续作业
4 小时及以上的低温户外劳动
者，发放每月 200 元的低温津
贴；哈尔滨市规定，每年 12月至
次年 2月，为室外作业的劳动者
发放每月最低 200 元的低温津

贴。
“低温津贴？没听说过。”记

者在长春市街头随机采访了多
名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
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包括张
帅在内的多数受访者表示没听
说过低温津贴，也没拿到过津
贴。有快递员说只听过高温津
贴，有环卫工人干了 30多年不
清楚有没有低温津贴，有建筑工
人表示工作地点和“老板”不固
定，不知道该找谁要津贴。

近日的一天下午 4点多，长
春的天已经黑了，王春玲在垃圾

站归拢着垃圾箱和清扫工具，
“月底开工资，现在还不知道有
没有低温津贴。我才干了一年
多，去年是没有的。听说前几年
有过。”

低温天气让外卖骑手又爱
又恨。“爱”是由于天气越恶劣，
收入就越高。张帅介绍，最近，他
一天能跑 30多单，“多的时候一
个月能赚 1万多元”。虽没有低
温津贴，但每逢恶劣天气，配送

平台的部分订单会有天气奖励，
每单三五元不等。至于什么情况
发奖励、按什么标准发，受访骑
手们表示不清楚。

“落实难”怎么
解决

记者注意到，根据国家关于
低温作业分级的规定，工作环境
平均气温等于或低于 5摄氏度
的作业，即属于低温作业。但对
于低温津贴如何发放，并没有明
确标准，只是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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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行支付。

在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
社会法室副主任王天玉看来，低
温津贴难落实的原因，在于冬天
南北气温差异较大。“对高温津
贴，大家有共识。夏天，全国处在
差不多的温度状态，所以能形成
一个防暑降温的规定。但对于低
温，5摄氏度，在南方算很冷了，
但在北方还不是最冷的温度，所
以较难形成统一的规定。”他建
议，根据地理分布和行业情况制
定发放标准，并纳入当地工资构
成。

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低温
津贴即便被明确下来，仍处于难
以落地的尴尬局面。

记 者 在 裁 判 文 书 网 上 以
“低温津贴”为关键词检索，搜
到 56篇相关判决文书。对劳动
者要求用人单位支付低温津贴
的诉求，法院多数会因其未提
交相关证据，或没有法律规定、
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等原因予
以驳回。

对此，王天玉认为，应增加
低温津贴规定的刚性。同时，针
对这种工资报酬相关的权益侵
害问题，首先应考虑通过劳动监
察的形式进行纠正，其次，工会
组织也应积极发挥作用，通过开
展调查、维权等工作促进权益落
地。发生争议后，要充分发挥劳
动争议多元调解机制的作用，形
成一张多管齐下的保障网络。

(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据《工人日报》

“速冻”模式下，低温津贴落实再引关注
多名户外劳动者称“没听说过”

“不扫码，寸步难行。”北京
市平谷区的王女士来电投诉二
维码问题：前几天，她开车出某
停车场，准备扫码支付停车费
时，因天气寒冷，手机卡顿后突
然自动关机。她本想用现金支付
停车费，却发现停车场只能扫码
缴费。于是，她不得不在车里等
待了近 10分钟，等手机重新开
机稳定后才得以缴费离开。

这次经历，让她不禁感叹：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停车、
点餐、缴费等都要扫码，有的只
提供扫码支付服务，离开手机好
像什么都干不了了；有的扫码支
付前得填一堆信息或关注一堆
乱七八糟的公众号，实在让人头
疼。”

二维码何以成了“拦路码”？
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扫码关注才能操作
停车缴费关卡重重

近几年，北京市民林听早已
习惯了扫码停车的方式，不少停
车场甚至只能扫码停车，人工收
费和现金收费似乎已成了被淘
汰的“老旧产物”。然而，本该出
于便利性应用的扫码停车服务，
也给司机增添了不少麻烦。

林听向记者抱怨，不少停车
场扫码后都有广告、公众号、小
程序弹窗，强制要求注册成为相
应会员才能享受停车服务，“同
意对方收集手机号等个人信息”

往往被默认勾选，且不能取消选
择。在停车之后，林听有时会取
消关注公众号，或者作屏蔽、删
除处理，但之后总能收到相关商
家发来的短信，内容包括商场优
惠、产品推销等。“而且和别的垃
圾短信不一样，这种短信往往没
有‘TD’(退订)的选项，连取消都
没办法。”

“有时候，真觉得无孔不入
的二维码变成了‘拦路码’，本来
很简单的停车缴费行为都被搞
复杂了。”林听说。

近日，记者以“停车缴费”
“二维码缴费”等为关键词在社

交平台、第三方投诉平台上检
索，发现对停车二维码扫码缴费
感到不满的消费者不在少数。

在数百条相关投诉中，内容
包括扫码系统不智能，重复收

费；扫码后强制关注、注册会员
才能进一步操作；强制收集个人
信息，且多是与停车消费毫无关
系的生日、健康情况、通讯录等
信息；弹窗广告大量存在，诱导
消费等。

点餐付费依赖扫码
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除停车缴费被二维码“捆
绑”之外，餐饮业的扫码点餐问
题也多受人诟病。近日，记者走
访北京、天津多家商场发现，目
前大部分餐饮企业都需要顾客

自己扫码点餐，一些餐厅需要扫
码关注其公众号后才能点餐，还
有一部分是扫码后弹出醒目广
告，广告类型涵盖游戏、电商促
销、金融借贷等，有些甚至无法

跳过。
不少消费者对此感到不满。

天津的田女士告诉记者，她去饭
店就餐时，不少店家都是扫码点
餐方式，但扫码后有时会出现没
有菜品图案、要求强制关注官方
公众号、必须注册成为店铺会员
等情况。“有时候我会跟服务员
提出要看纸质菜单，但好多店家
都表示只能扫码点餐。”

北京的汪女士反映，有些餐
饮店扫码点餐还暗藏“玄机”。有
一次她买奶茶，本来是想在柜台
直接点饮品后用现金付款，但店
员说扫二维码线上点餐可以领
取优惠券，甚至有买一送一的活
动，比柜台点单划算得多。“当时
我就在想，这种店铺活动不应该
是线上线下统一的吗？如果是不
用智能手机或者手机刚好没电
的人，就要多花不少钱，这样真
的公平吗？”

扫码之后过度收集个人信
息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据报道，北京的孔先生在某
餐饮店消费时，发现需要关注商
家公众号才能点单，认为商家强
制获取消费者个人信息，遂将该
商家起诉至法院，要求其停止侵
害个人信息权益、告知个人信息
处理情况、赔礼道歉并赔偿相关
损失。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在二审判决中认定被告商家的
相关行为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
权益，需向原告书面赔礼道歉，
并赔偿5000元公证费。

联合执法严格监管
推动商家依法经营

商家强制扫码、强制收集个
人信息等情况已引起有关部门
关注。

受访专家表示，二维码的安
全性值得关注。二维码生成器能
将任意网址转换为二维码供用
户扫码访问，不法分子将病毒、
木马程序等下载地址编入二维
码，用户扫码后，手机里的通讯
录、银行卡号等信息极易泄露。

为此，有专家建议，应进一
步明确现行数据安全相关法律
法规的实施细则，完善风控安全
管理制度，加大对涉事企业违规
违法的处罚力度，严格防范企业
技术优势滥用，推动权责匹配。
同时，针对各类二维码当前应用
场景广泛的现实，创立二维码安
全认证和防伪溯源技术体系，实
现二维码生成、运行全过程管
理，堵住数据安全漏洞。

专家认为，相关监管部门
可建立联合执法监督机制，严
格落实二维码的使用识别标
准，减少或禁止部分商家对用
户信息的强制收集。针对一些
商家和平台违背消费者意愿收
集乃至滥用个人数据等情况，
应建立长效机制，惩处侵犯消
费者权益的行为，保障消费者
合法权益。

据《法治日报》

扫码成付费唯一选择 强制收集个人信息 弹窗不断诱导消费

二维码何以成了“拦路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