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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设黄金周不如保障现有休假制度
文/燕 石

◎◎头条锐评

近日，面对长假“不够

用”、假日期间人山人海的

老问题，有专家建议增设

“五一”和“避暑”两大黄金

周，称只需新增5个休假

日，其中2天放在原有3天

休假基础的五一期间，另3

天放在8月、连休周末，这

样就能让每个季度都有黄

金周。

我国国民休假的“基

本盘”共有115天，包括休

息日和法定休假日，是对

休假时间的基本保障。以

此与世界各国比较，不能

说多，但也绝对不少。

原因在于，我国与大

部分发达国家（地区）一样

实行了每周双休，这就有

104天。不仅如此，我国法

定节假日也有11天，高于

大部分发达国家或地区，

即使与节假日最多的日本

相比，也仅仅少了3天。考

虑到当下的劳动生产率水

平和营商环境，可以说单

纯增加节假日的余地已经

相当有限。

必须看到，黄金周之

所以可贵，是因为长达7天

的连续性将其与零碎闲暇

时间区别开来。

黄金周的整块连续时

间，扩展了人们出行的选

择余地。从这个意义上看，

恢复“五一黄金周”，增设

“暑期黄金周”也无可厚

非。人人乐见的“拼假”攻

略，也反映了公众对更长

休假时间的渴望。

相当部分针对“黄金

周”的建议，都把提供闲暇

时间及闲暇时间连续度限

定为政府的事情。无可否

认，在许多方面，政府发挥

了决定性的作用。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

样，这仅仅是“底线”。政府

保障了人们享受闲暇的最

低标准。但是，除了政府制

定公共政策的职能，保障

人们休息权的落实也是全

社会的事情，尤其和雇主

有关。政府在其间的主要

作用不仅仅是保障，着力

点应该是引导。

比如带薪休假，对不

少员工和企业来说，落实

起来比较困难。因此，不妨

采取更多举措，激发企业

落实带薪休假的积极性。

当前对黄金周的关注

和讨论，事实上也是公民

意识教育课。无论是休假

制度决策还是它的执行过

程，仅仅有专家意见是不

够的，公众的参与、互动才

是保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

保障。

当然，这既需要有公

民和企业的积极参与，也

应有相关部门的积极回

应。在休假制度决策中建

立和完善利益协调机制，

通过这种利益协调机制实

现政府与公众、企业与公

众、政府与企业的合作与

互动，方有可能达到各方

利益的帕累托最优。

评论投稿信箱：bfxbbt

xw@163.com，请注明“本

土声音投稿”。

“座霸”
作为游客，能想到的最倒霉的事，就是在火车上遇到

“座霸”。返程高峰期，快要上火车的你怕了吗？

国庆节期间，集中爆发了几起霸座冲突事件，再加上

节前的新闻，总结起来，霸座者气势汹汹；被霸座的苦不堪

言；工作人员苦口婆心，收效甚微。

“座霸”们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仍奈何不了“我是无赖

我怕谁”。而“罚款200元，180天内禁乘高铁”，对于霸座者

来说无关痛痒，后来者也基本上不会超过这个“待遇”。

工作人员执法难，铁路方处罚力度不到位，法律确实

需要对霸座者实行刚性约束了。 （据《法制晚报》）

国庆假期前，部分

地方调整了景区儿童免

票线的高度。在实行政

府指导价的景区，“蹲

守”多年的1.2米免票线

终于“长高”到了1.4米。

不少省份已经调整

了免票线的高度，例如

山东省，今年8月规定实

行政府指导价的景区，

儿童免票标准将从“6周

岁（含）以下或身高1.2米

以下”改为“6周岁（含）

以下或身高1.4米（含）以

下”。当国庆节来临的时

候，提高儿童身高线也

算是给老百姓的“微福

利”，这样的福利虽小，

但确实关系到儿童的幸

福感。

对一定年龄的孩子

使用社会资源、享受公

共服务实行优惠，属于

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政策

范围，是国家赋予未成

年人的法定福利，也是

世界通行的做法。但在

具体执行时，却由于种

种原因，出现了许多不

同的标准，导致儿童福

利不能落实，或者出现

实际的不公平，让好政

策打了折扣。

目前存在的问题主

要有两个：第一是标准

偏低。由于营养状况和

成长环境的改善，我国

儿童的平均身高早已

“超标”。如果还是死抱

住十几年前1.2米的标

准，实际上是给儿童福

利打折。

第二，标准多而杂。

不同的地方可以出台本

地的身高线标准，不同

的行业和部门也能出台

自己的身高线，似乎身

高线是可以由经营者自

主决定了。

至于实行身高和年

龄的“双重标准”，更是

实际情况的需要。理论

上说，对儿童的优惠应

该以年龄为标准，但是

由于核对年龄比较麻

烦，这才改为换算成身

高。今后在具体执行上，

应施行年龄与身高相结

合的双轨制，以年龄为

准。如果儿童超过规定

的身高线，但并未超过

年龄规定，则可出示证

件能够证明其年龄后享

受价格优惠。在儿童身

份证逐步普及的情况

下，也可以过渡到一律

看年龄，查看儿童的身

份证或学生证等。

对于儿童身高线，

应该有一个全国统一的

标准，适用于所有的地

方和部门、行业，让全国

的未成年人享受相同的

权利。

别把恐狂症不当问题
今年9月28日是第12个世界狂犬病日。据《中国科学

报》报道，2017年全国上报的狂犬病死亡人数为502例，居
全国传染病报告死亡数第四位。与之对应的，是很多人患
上恐狂症———产生焦虑、强迫、抑郁等多种心理症状和行
为异常的心理障碍。据估计，中国的恐狂症患者人数至少
有数十万，占世界第一位。

戴先任评论说：恐狂症跟恐艾症、恐癌症有些如出一

辙，报道中就提到，有极端者在10年内打了150针疫苗……

这已属于心理疾病，也需要恐狂症患者及其家属多些科学

认知，该及时治疗的得治疗，别让问题越拖越严重。

本质上，恐狂症是狗患带来的心理创伤。若狂犬病难

控，则恐狂症难消。鉴于此，文明养狗和对狂犬病更强效的

防控，显然也是谈论恐狂症时绕不开的议题，这两点哪个

都不容懈怠。

越来越多驴友的“任

性”探险，降低了公众的

容忍度。对此，不妨通过

多种举措，引导驴友野外

探险走向正规化。

近日，据媒体报道，

在成都上大学的两个女

生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

旅行，由于没有任何专

业的攀爬装备，不熟悉

路线也无人带领，被困

九峰山后只好报警，等

待救援。

对陷入困境、险境

的驴友进行救助，是政

府和社会义不容辞的责

任。但是与那些完全不

可预测的意外事件不

同，越来越多驴友的“任

性”探险，降低了公众的

容忍度。对此，不妨通过

多种举措，引导驴友野

外探险走向正规化。

首先，对于驴友违

规、任性探险行为，不妨

用分担救援费用、有偿救

援的方式来约束他们的

冲动。驴友自然有野外探

险的自由，国家提供救援

也是公共服务的重要组

成部分。但是，任性、违规

的野外探险，不仅会造成

过高的救援成本，对于遵

守规则的人来说，也是另

一种不公平。

对此，旅游法也有

明确规定，“旅游者在人

身、财产安全遇有危险

时，有权请求旅游经营

者、当地政府和相关机

构进行及时救助。旅游

者接受相关组织或者机

构的救助后，应当支付

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

此外，相关部门和景

区也不妨将工作前移，做

好宣传、警示工作，让更

多人懂得遵守规则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

2015年，陕西曾出台

“备案制”规范野外探险

活动。《陕西省旅游条

例》规定，组织开展健身

探险旅游活动，组织者

应当向参与者作出风险

提示，并应当提前5日；

给参与者造成损害的，

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明

知组织者未依法备案参

与健身探险旅游活动，

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参

与者可处罚款。

虽然“备案制”并不

能一蹴而就解决所有的

问题，但是对于规范野

外探险、明晰驴友责任

也是一种有益探索。

通过多种举措，规

范野外探险活动，倡导

珍爱生命、理性出游，户

外探险才能朝着健康有

序的轨道发展，“两个女

生说走就走的冒险”才

不会再度上演。

全国应该统一调整儿童身高线
文/殷国安

驴友探险须走向规范化
文/祝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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