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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一國土發燒
40℃ 窮人烤
地鐵站成避暑地 關冷氣趕納涼客

香港文匯報訊　最近連續高溫，當我們一頭紮
空調間裡躲避太陽時，可曾想到，建築工人正在
烈日曝曬下揮汗如雨。那麼，他們在工棚住得怎
麼樣？休息得好嗎？據《東方網》報道，浙江省
寧波市鎮海、江東、海曙、鄞州等地十多處的建
築工棚大多數民工宿舍大多沒有安裝空調，室內
溫度高於室外，中午床架像烙鐵一樣，工人一天
至少洗四五次澡。

一天洗澡四五次

位於寧波鎮海新城興莊路西側有一處人才公寓
的在建項目。前天傍晚6點左右，粉刷工陳傑
（化名）下班了，他往左拐入一條小路，職工宿
舍就在這裡。宿舍是二層高的活動板房。陳傑的
宿舍有二三十平米的空間。一進屋，他立刻脫去
工作服，光㠥上身穿㠥短褲，準備取盆子到樓下
沖涼。
「天太熱了，一天要洗四五次澡呢，下班一

次，吃完晚飯一次，晚上睡覺實在受不了，再爬
起來沖幾次。在外面打工，條件肯定不如在家
裡。」陳傑無奈地說。

室內溫度高過室外

在鄞州區古林鎮薛家村附近的建樓盤施工地，
安裝空調的房間也只有少數幾間。有的年輕人怕
熱，直接在樓底下鋪張折疊床，露天睡覺。
安徽籍的樊師傅，今年58歲，是一名泥工。晚

上9點多才收工，他沖了個涼水澡，就光㠥膀子
站在門邊削水果吃。「泡沫房吸熱啊，裡面溫度
比外面還高。大中午床架根本摸不得，像烙鐵一
樣。」樊師傅說，幹完活太累了，根本顧不上熱
不熱，直接躺下就睡㠥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根據國
家四部委2012年6月29日制定的《防暑降溫措施管
理辦法》，規定了高溫天氣下勞動者享有以下權
益：

1. 最高氣溫達到40℃以上，應停止當日室外露天

作業；最高氣溫達到37℃以上、40℃以下時，全天

安排勞動者室外露天作業時間累計不得超過6小

時，因高溫天氣造成的停工不停薪、減工不減薪。

2. 高溫作業中暑算工傷。

3. 用人單位要給不適合高溫作業環境的勞動者調

整作業崗位。

4. 用人單位應向高溫作業的勞動者發放高溫津

貼、藥品。

5. 用人單位應在高溫工作環境設休息場所。

在上海，規定企業安排勞動者在高溫天氣下露天
工作，應當向勞動者支付高溫季節津貼，津貼標準
每天不低於10元。在北京，規定室外露天作業人員
高溫津貼按每人每月不低於60元的標準發放，在深
圳，高溫保健費按每人每月不低於150元的標準發
放。高溫保健費不計入工資總額。

美規定超30℃ 一小時工作15分鐘

相對之下，在美國，人們認為勞動保護意義上的
「高溫」，指的是勞動者所感受的「高溫」，美國勞
動者體核溫度不應超過38℃。如果室外的溫度超過
25℃到28℃區間，規定就工人必須在每個小時當中
最起碼要休息半個小時；如果是高溫達到超過30
度，每個小時當中只能工作15分鐘。

湖南西部懷化市持續1個月
的特重旱情仍在進一步發展，
連日來的高溫酷暑天氣加劇了
蒸發量，全市
有54座水庫乾涸，57條溪河斷
流。全市100萬畝農作物面臨
減產乃至顆粒無收的嚴峻局
面。大旱當前，懷化市干群上
下一心，四處找水源，統籌水
資源分配，疏通渠道引水，加
強人工降雨力度，力爭將大旱
帶來的損失降到最低。

■新華網

灼熱的陽光炙烤，導致本地蔬菜上市量減少，價格上
揚。據浙江湖州日前的一次監測，該市的浙北農副產品交
易中心25個常規蔬菜品種批發價環比上月同期上漲4.21%，
漲幅較大的有四季豆、芹菜、生菜、西蘭花、番茄等等。

■新華社

戶外超40℃ 停工不停薪

床架熱如烙鐵 民工寧露天睡

網民「 」話熱
「早晨八點躺床上被紅燒，加了蓆子是鐵板燒，

下床是清蒸，出門就成烤串，回來路上被生煎，到家了還

要遭回鍋。於是，各大避暑景區又開始下餃子了。」

「桌子太燙，麻將剛剛擺好，居然糊了」

「馬路上看見一枚硬幣，我看了很久沒有撿，怕燙傷。」

「如果聯繫不上我，那是因為在路上，我被曬化了⋯⋯」

■貴州旱情嚴重，稻田絕

收。 新華社

■市民坐在武漢地鐵2號線寶

通寺站裡納涼。 中新社

所謂熱射

病，指內臟的

溫 度 超 過

42℃，出現了細胞功能障礙。理

論上年齡超過50歲，患熱射病後

死亡率可達到70%以上，而且熱

射病引發昏迷後，8小時內無法甦

醒的病人，情況就不容樂觀。

醫生提醒，不是只有長期在大

太陽下曝曬的體力勞動者才會患

有熱射病，年老體弱的城市居

民，長期處於悶熱的環境中，也

有患此病的可能。

而重度中暑分為三個階段。熱

痙攣，因為大量出汗導致電解質

的丟失，出現身體抽搐、意識不

清等症狀；更嚴重的演變成熱衰

竭，高溫持續不下，臟器功能障

礙；最嚴重的就是熱射病。

■資料來源：《揚子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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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高溫區域預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潘恆 報道）踏入七月以來，內地高溫天氣持續，中央氣象台昨日對多個地區發出高溫橙色預

警（37℃以上），高溫區域覆蓋19個省區市，相當於三分之一國土面積。其中杭州連續5日錄得40℃以上，一名家庭主婦在沒開

冷氣的家中熱至重度中暑，生命垂危，亦有70多歲清潔工中暑猝死；市民紛紛留在冷氣間消暑，更多繳不起電費的老百姓唯有跑

到地鐵站、水池邊等公眾地方納涼，近日卻爆出有地鐵站「出招」關空調趕「納涼客」。看來高溫「烤」國土，窮人更當「烤」。

據中央氣象台統計，進入7月以來，江南、江
淮、江漢及重慶等地出現大範圍高溫天

氣。高溫區域覆蓋19個省區市，面積達317.7萬
平方公里，相當於約三分之一的國土面積；浙
江、湖南等地高溫持續日數達20天以上；浙江、
重慶、上海、湖南等地最高氣溫在40℃至42℃，
42個市縣連續高溫日數突破7月的歷史紀錄。
受高溫影響，多地醫院門診量飆升、電網負

荷壓力大、生活用水量激增。浙江、上海、安
徽、江西、重慶等地用電負荷劇增，寧波電網
最高負荷有史以來首次跨越千萬大關，達
1003.33萬千瓦，日用水量突破130萬噸，刷新歷
史最高紀錄。杭州自發佈紅色高溫預警以來，
發熱就診人數與去年同期相比多出近三成。上
海的腸道專科門診患者增加，部分醫院患者
人數翻番。有醫生表示，七八成腸道專科門
診病人因吃不潔食物、冷食導致嘔吐、腹
瀉。

水電用量創新高

高溫之下，市民在家裡坐不住了，紛紛
尋找納涼避暑的地方，在一些城市如西
安，市民還可選擇在開放的防空洞裡納
涼。但大多數地方，各大超市、銀行、圖
書館、地鐵等冷氣充足的場所擠滿了享受
清涼的人們，享受冷氣不花錢。
杭州連續5日錄得40℃以上高溫天氣，集

中了大量紡織企業的喬司地區由於不堪用電
負荷多處停電，投入運營的杭州地鐵喬司站
一度「淪陷」：700多人蜂擁進入地鐵站納

涼，佔據了地鐵站內各個角落。不過，昨日納
涼的市民較前些日子減少許多，原來地鐵採取
增添保安、關閉空調等措施將「納涼族」拒之
門外。對此，杭州地鐵方回應是為避免安全隱
患而採取的措施。

「慳電」致重度中暑

杭州市一醫院急診科昨日收治一位重度中暑
的59歲家庭主婦，入院時體溫高達到41.7℃，血
壓不穩，肺部感染，出現呼吸衰竭的症狀，被
確診是熱射病。該女士據稱並沒有在高溫下工
作，甚至沒有出門，而只待在家裡，但為怕浪

費電力沒開空調。她還患有抑鬱症，長

期服藥，而且有腎臟疾病，體質較弱。
此外，24日下午，杭州市火車東站皋塘村東一

區附近，一位74歲的環衛工人昏倒，送至醫院搶
救無效死亡。據媒體報道，醫生稱，送來的時
候呼吸、心跳驟停，初步判斷是猝死，但尚不
清楚是否因高溫天氣導致。
據中央氣象台發佈的高溫橙色預警稱，29日

高溫仍將持續，安徽、江蘇、上海、浙江、
江西、湖南、湖北、重慶等地
的部分地區最高氣溫有37℃
至39℃，浙江、南疆盆地的
部分地區最高氣溫可達40
℃至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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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農作物臨失收

浙江蔬菜量減價漲

持續的高溫催熱了
「熱商機」。家務「外包」
給鐘點工，吃飯點點鼠
標上網去找，想吃水果
找個「跑腿的」⋯⋯常
說「好漢不賺六月錢」，
可持續的高溫，讓那些
自稱好漢的人變成了

「懶人」。這也正好成就了「跑腿一族」大賺「懶人錢」。
■中國江蘇網

高溫催生「懶人經濟」

■遊客戲水避酷暑。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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