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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学生营养餐变成“唐僧肉”

“只听说过高温津贴， 还有低温津

贴吗？” 被问到有无低温津贴时， 北京

环卫工李明很惊讶。 连日来， 有媒体采

访了北京、 吉林、 山西、 内蒙古、 新疆

等地区的户外劳动者， 仅少数受访者表

示“收到了低温津贴”， 其余受访者均

表示“不了解”。 他们所在的地区， 冬

季平均气温在零下 10 摄氏度至零下 20

摄氏度。

根据国家 《低温作业分级》， 工作

地点平均气温等于或低于 5 摄氏度的作

业， 属于低温作业。 低温津贴是用人单

位给予低温作业劳动者的劳动津贴。

2004 年施行的 《最低工资规定》 明确，

在低温劳动环境下， 用人单位应支付低

温津贴； 2015 年修订的 《职业病危害

因素分类目录》 已将“低温” 列为职业

病危害因素之一。

低温津贴落实不到位， 一个重要原

因在于国家法律规范层面缺少明确的低

温津贴规定。 鉴于冬天南北气温差异较

大， 各行各业发展情况不尽相同， 尽管

多地出台了低温补贴发放标准， 但这些

规定法律效力位阶低， 难以设置法律责

任， 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缺乏强制性约

束、 处罚力度不足， 加之一些企业对低

温津贴的法定性认识不清甚至暗打折

扣， 一些户外劳动者在话语表达上也处

于一种弱势地位， 这些都导致低温劳动

权益保护往往停留在纸面上。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低温天气下劳

动者的健康权益、 劳动保护也需与时俱

进。 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国家层面的制度

设计， 完善低温津贴的发放条件和标

准， 倒逼用人单位转变观念。 从地方层

面来说， 也有必要对低温作业的工作时

长、 津贴标准、 低温作业保护措施等作

出更为明细的规定， 增加低温津贴发放

的刚性。

低温津贴的发放， 还可以考虑以行

业为抓手， 对什么职业、 什么工种、 什

么岗位应该发放低温津贴， 建立明确的

规则， 纳入劳动者工资报酬， 促进低温

津贴落地。 比如， 一些地方积极探索把

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纳入劳动保护范畴，

对平台从业人员在强降雨雪等恶劣天气

的劳动报酬做出规定， 并通过集体协商

建立低温天气下的津贴制度。

同时， 加大监督管理力度， 健全低

温保护劳动监察与责任追究机制， 对不

执行低温津贴规定、 逃避责任的用人单

位， 坚决予以纠正和处罚。 工会组织应

积极发挥作用， 提高劳动者的法律意识

和维权能力， 指导和帮助劳动者依法维

权。 劳动者也应敢于善于维权， 对于符

合发放条件而用人单位却不予发放低温

津贴的， 及时向有关部门投诉或者申请

劳动仲裁。

让低温津贴不再是“纸面福利”
□ 付彪

 长期以来， 营养餐领域的问题主

要集中在两点： 一是权力寻租； 二是

食品安全失控。 从最新的审计报告不

难看出， 这两个老问题还没有得到根

本改善。

营养餐不能成为问题餐。 针对不

法行为， 必须露头就打。 在审计报告

公布后不久， “整改问题涉及资金

40.39 亿元， 完善制度 248 项， 处理

处分 1200 人”， 充分彰显了追责问

责的力度。

追责问责之余， 完善制度不可或

缺。

让营养餐“阳光” 起来是必要的

一步， 通过将政府采购、 集中招标落

实到每一笔大宗原材料采购来严把

“入口关”， 就能够阻止不合格企业的

参与。 在数字化时代， 更可借助大数

据平台提升政策实施的透明度。

拓宽监督渠道尤为紧要。 此前，

一些地方制定了校长陪餐、 教育局局

长陪餐的集中用餐信息公开等制度，

赢得了舆论的赞赏。

近日， 教育部印发了《中小学校

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工作指

引》， 聚焦校园餐关键领域和薄弱环

节，细化操作流程和规范标准。《指引》

提到， 每学期面向师生和家长组织开

展一次食品安全及满意度测评； 指导

各校成立校园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

《指引》 发布后， 最近多地已开

始探索。 有的地方更规定， 设立家长

食品安全监督员， 监督员有权随时对

食堂进行检查，也可通过“互联网+明

厨亮灶” 系统进行线上检查， 对发现

的食品安全隐患及时提出整改建议。

多方制衡力量的引入， 就能够确

保每一分钱都吃到学生嘴里， 让营养

餐更有“营养”。 综合南方都市报、

新京报等 （业勤 整理）

今年 6 月份公布的 2023 年度审

计工作报告显示， 在被审计的 159

个县中， 多达 66 个县竟然都出现了

将营养餐经费用于偿还政府债务、 基

层“三保” 等支出的情况。 这在当时

引发舆论一片哗然， 也才有了如今这

一系列整改和问责举措。

从此次审计整改报告披露的信息

看， 相关的整改、 问责工作的力度之

大， 无疑是动了真格， 不仅及时回应

了公众的呼声， 更震慑了潜在的违法

违规行为， 有力地保护了学生的基本

权益， 让相关款项能够达到专款专用

的目的。

相关整改举措也极具针对性。

如， 针对直接挪用问题， 66 县已原

渠道归还、 支付拖欠补助等 19.51

亿元； 针对变相挤占问题， 41 县和

1533 所学校已通过原渠道归还或上

缴财政后重新安排等整改问题涉及资

金 2.7 亿元。

这些整改举措， 无疑能在很大程

度上促进对相关资金的事后监管与查

漏补缺，更好保障资金的合理使用。

针对部分供餐单位违规经营问

题， 此番不仅问责了 121 个县的 237

名相关学校负责人， 解除了与超百家

违规食材供应商的合同， 追回了相应

的资金， 还完善了供应商准入和退出

机制， 同时强化了食材的出入库检查

等流程。

这一系列举措， 指向的不仅是问

题整改， 也涵盖了机制完善， 最大程

度保障专项资金不再被乱用， 在确保

供餐单位不再违规经营的同时， 也为

农村学生营养餐提供了安全保障， 确

保每一分钱都用到学生身上、 安全吃

到学生口中。

当然， 仅此次整改金额就超过

40 亿元， 既展现了相关方面对农村

学生营养餐的高度重视、 处理相关违

法违规行为的坚定决心， 同时也表明

了相关问题的严重程度， 尤其是在当

前一些地方财政承压的情况下， 相关

治理仍需常抓不懈。

以此而言， 此番审计整改报告，

既是提醒也是警示———农村学生营养

餐资金必须专款专用， 不容随意挪

用， 但凡有人在此问题上动歪心思，

必然会依法依规受到严肃惩处！

今年 6 月披露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营养餐经费挪用问题， 目前整改得怎么

样了？

据媒体报道， 近日， 审计署受国务

院委托，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

2023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

支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审计整改

报告显示， 截至今年 9 月， 在农村义务

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审计方

面， 已整改问题涉及资金 40.39 亿元，

完善制度 248 项， 处理处分 1200 人。

整改挪用乱象，确保营养餐吃进学生肚子里

引入多方制衡力量，不让学生餐补成为“唐僧肉”

观
点

近日， 有媒体从珠海市数字化城市

管理中心获悉， 今年以来， 珠海数字城

管系统共立案处置各类外卖骑手不文明

骑行案件 1010 宗， 结案 77.33%。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通过

数字化手段加强对骑手行为的管理， 意

在提升骑行安全意识， 规范骑行秩序。

那么， 外卖骑手文明骑行到底能带来哪

些益处？

文明骑行最直接的益处是安全。 外

卖骑手的职业风险在各类交通行业中占

据较高位置， 骑行时发生事故的概率相

对较高。 但当外卖骑手能遵守基本的交

通规则、 佩戴头盔、 避开行人密集区，

事故率便会大大降低。

从经济角度来看， 减少交通事故能

有效节约社会的医疗成本、 保险费用和

公共资源。 对企业而言， 事故的减少也

意味着骑手的工作效率能够得到保证，

降低了因事故导致的停工和赔偿支出。

因此， 从宏观的角度出发， 提升骑手

的文明骑行水平是一次社会成本的

“减负”， 不但保障了骑手的生命安全，

也间接推动了整个城市的健康和谐发

展。

提升效率是文明骑行带来的另一个

益处。 文明骑行能够带来更高的工作效

率， 骑手遵守交通规则， 避免因违规而

被罚款或者发生事故， 可以确保他们顺

利完成配送任务， 从而节省时间、 提高

送餐效率。 而且， 城市的数字化管理系

统通过实时数据分析， 能够精准监控骑

手的骑行路径和速度， 一旦发现不文明

行为， 不仅会进行提醒， 还会通过数据

反馈帮助骑手改善工作习惯。

提升品牌形象是文明骑行带来的又

一个益处。 外卖行业正在经历一个由

“单纯提供服务” 向“品牌竞争力” 转

型的过程。 当外卖平台通过技术手段加

强对骑手行为的管理， 提倡文明骑行

时， 既是对骑手的约束， 也是对品牌形

象的塑造。 骑手在街头巷尾遵守交通规

则， 穿戴整齐， 文明行驶， 能够让消费

者感到安心和舒适， 也能提升平台的社

会责任感。

社会效益是文明骑行带来的最大益

处。 文明骑行对社会的长期影响远远超

出了交通安全和工作效率， 还能够促进

城市的整体交通秩序改善。 外卖骑手是

城市交通的流动环节之一， 规范其行

为， 提升骑行文明， 是对外卖行业本身

的要求， 也是对城市整体交通治理的促

进。

上述可见， 文明骑行不仅仅是骑手

个人行为的规范， 还深刻影响着社会的

各个方面。 对于每一个外卖骑手而言，

文明骑行不仅是一种职业要求， 更是对

自己、 对他人、 对社会负责的体现。

算一算文明骑行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 孙维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