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休假中显得尤为诱人的“带
薪年假”却是在实际操作中遭遇吐
槽最多的。

“每次请年休假都犹豫再三，
总感觉特别对不起顶班的同事！”
在海曙区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刘女
士苦笑，“单位的工作一个萝卜一
个坑，我一休假，意味着同事在完
成自己工作的同时，还必须分担原
来属于我的那部分。有时真觉得请
年假太招人恨。”

“我先生是一个金融机构的普
通员工，几乎是全年无休。”市
民舒女士这样说，她认为是巨大
的考核压力和竞争压力让丈夫放
弃休假，丈夫的口头禅是“要是
对 待 遇 不 满 离 职,分 分 钟 有 人 取
代。”

和刘女士以及舒女士的先生
一样表示“不敢休”的人不在少
数，长期以来认为“加班”代表

“爱岗敬业”的不健康管理生态催
生了大家对于休假的顾虑。有的
人担心自己休假会影响到和同事
的关系，会给领导留下消极怠工
的印象。有的畏惧领导，不得已
察言观色，以领导的心情好坏决
定自己是否申请休假。也正是这
样的生态催生了“我想带爷爷回
到２５岁”的“最任性请假条”，
到“快忘了老公长啥样”的“最
不忍拒绝的请假条”，再到“无可
奈何归乡去”的“最牛请假条”
等网红假条。

和“不敢休”共存的是“不好
休”。孙女士两夫妻共同供职于我
市一家知名国企，她的休假状态是

“公司叫你啥时休就啥时休”。孙女
士告诉记者，工作有空的时候，她
就会接到通知：“下周你去年休
假。”尽管在同一家企业，由于先
生和她供职于不同部门，多年来，

两人的年休假“很难踩到一个点
上”。

作为一家制造业企业一线工人
的陈女士两口子，对带薪年假的态
度是“想都不敢想”，“公司规定有
300 元的全勤奖，请了假这笔钱就
没了。”陈女士告诉记者，两口子
都是计件工人，“一休假，产量奖
就没有了，休一个星期，少说要少
拿七八百元。”因此，陈女士觉
得，休假对她来说，是“不明智的
选择”。

打理着一个新媒体公号的小叶
对于休假也显得很无奈，“就算准
假了，也要求保持通讯畅通，老板
也可能会在休假期间安排工作。”记
者了解到，现实中，因为单位和个人
原因未交接完工作，导致在休假过
程中电话、短信、电子邮件不断，使
得有些休假成为人不在单位里的

“远程上班”。

带薪年假“不敢休”“不好休”

加班这件事已经让职场人产生
了不少分歧，而“休假”则更是让
大家感到有“说不完”的话。

此前不久，市总工会采取普遍
调研和重点走访座谈相结合的方
式，对我市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
职工休息休假现状开展调研，发放
调查问卷 2000 份，实际回收 1538
份。从问卷中，我们可以看到企业
职工休息休假权利的一些现状。

宁波市总工会的一位负责人告
诉记者，目前我市企业落实工时制
度较规范，但随意和超时加班的情
况依然存在。在 1538 名接受调查
的职工中，实行标准工时制度的有
949 人，占 61.7%，实行综合工时
制度的岗位一般都进行审批备案，
企业基本都能按照法律规定给付加
班工资。问卷调查发现，在这些职
工中日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的有50
人，占3.3%，周工作5天以上的有
288 人，占 18.7%。同时，不少职
工反映，加班一般都是由企业单方
决定，很少有企业会按照 《劳动
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与工会和
劳动者协商后决定延长工作时间。

调查同时显示，我市企业落实
法定节假日意识较强，但带薪年休
假具体实施和待遇确定问题仍较突
出。虽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7%的
企业都执行带薪年休假制度，但是
在座谈中，职工普遍反映企业一般
都是在春节前后集中安排职工休

假，很少能够完全依照职工本人意
愿进行安排。此外，带薪年休假期
间的薪资待遇落实仍存在问题，特
别是生产一线职工的年休假工资计
算，少数效益较好的企业会按该工
种平均劳动生产率计发年休假工
资，但绝大多数企业会将职工休假
期间的计件工资归零。

在特殊假期的问题上，我市企
业基本落实执行特殊假期制度，但
选择性实施探亲假的现象依然存
在。总体来说，企业落实婚丧假制
度比较好，特别是丧假，鉴于中国
传统文化习俗考虑，很多企业还会
对该假适用的对象范围给予扩张。
相较而言，探亲假的落实情况则较
差，一般公有制企业都会执行探亲
假，非公有制企业只有很少一部分
在实施，即使实施，也是针对部分
岗位有选择性地推行。

对于“半边天”，有一些假期
上的特殊保障，不过，不少女职工
们说，痛经假和奖励产假实施有一
定难度。由于认定操作难度大、职
工羞于开口等因素影响，女职工的
痛经假落实情况仅为 15.3%。另
外，职工普遍反映根据新修订的

《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产
妇有 30 天的“奖励假”不在生育
保险范畴内，不能享受生育津贴，
但又无法律依据要求用人单位支付
产假工资，因此让这个假期显得有
些尴尬。

休息休假现状如何？

比美好的假期离身处职场的我
们更近的其实是每天下班后的休
息时间。下班后，大家爱做些什
么 呢 ？ 来 自 宁 波 市 总 工 会 的

《2016 年宁波市职工队伍状况调查
报告》 和来自智联招聘宁波站的

《2017 年宁波新锐中产调查报告》
中，均对职场人下班后的状态做

了调查。《2016 年宁波市职工队伍
状况调查报告》 以制造业企业职
工为主要数据样本，有 3600 余名
职工参加了调查，《2017 年宁波新
锐中产调查报告》 则是根据国家
统 计 局 、 麦 肯 锡 全 球 研 究 所 和

《福布斯》 杂志的定义综合，从家
庭年收入在 10 万-50 万元的人群
中，选择了近 5万名职场人士进行
问卷调查，并提取出宁波的样本得
出相应结论。

《2016 年宁波市职工队伍状况
调查报告》显示，在工作之余，有
20%左右的职工表示愿意参加各类
课程培训，不过，参加进修培训的
仅为 8.9%，经常去职工文体活动
场所的占 38.7%，下班后喜欢读书
看报的有19%，参加志愿活动的有
4.1%，爱上网的人不少，但是上网
用来查阅与学习工作相关资料的比
例仅为 38.6%，低于浏览新闻和游
戏娱乐的比例。

尽管不少人觉得，被称作新锐
中产的人，下班后的生活状态似乎
应该是户外运动，如旅行、跑步、
马拉松、进健身房、练瑜伽等，但
调查数据却显示，我市新锐中产的
休闲娱乐其实很有限，刷手机、看
视频、陪家人占据了他们最主要的
业余时间，尤其是刷手机，占比高
达73%，健身和旅行排名第九和第
十。

加班这件事以及对加班的看
法，职场人态度各有不同。69.6%
的 受 访 人 称 自 己 偶 尔 加 班 ，
13.2%的人经常加班，12.4%的人
说从不加班，3.7%的辛劳人群给
自 己 的 标 签 是 “ 几 乎 每 天 加
班”，另有 1.1%的人拒绝回答这
个问题。

对于加班，56.8%的人认为适
度的加班可以接受，能增加些收
入；20.5%的人不愿意加班，因为

“ 没 有 补 偿 或 补 偿 很 少 ”， 有
13.8%的 表 示 愿 意 加 班 ， 因 为 可
以 拿 到 更 多 的 收 入 ， 还 有 7.4%
的 态 度 坚 决 ： 有 加 班 费 也 不 愿
意加班！

下班爱干啥？加班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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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特别支持

刚刚送走了“五一”小长假，马上又可以迎来端午节假期，这个5月，接踵而至的两
个假期，有没有让你感觉到一些“小确幸”？小长假+带薪年休假，网上诸多的拼假攻略更
是让一些网友喊出“只要胆子足够大，月月都能放长假”的声音。

那么，380万甬城职工，休息和休假现状究竟如何呢？

职工休假那些事儿职工休假那些事儿
本报记者 周 琼
通讯员 许嘉琛 陈芳铭

宁波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席王爱民告诉记者，综合考虑
我市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和国情特
点，我市应着力从营造以人为本的
劳动文化、健全完善的休息休假制
度保障体系入手，推进企业职工休
息休假权利的落实，最终实现企业
和劳动者的和谐健康发展。

王爱民说，从社会和谐发展的
角度来看，企业的利益不仅包括雇
主利益还应包括劳动者的利益，员
工不应当仅仅是被雇用和利用，而
是要以工作为结合点实现企业发展
与员工发展两者的双赢。要加强宣

传，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全新的劳动
文化，让保障职工休息休假权成为
一种共识。使职工不再担心因为休
息休假影响升迁和工资收入；帮助
企业经营者认识到保障劳动者休息
休假权利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客观需
要，同时也是倒逼企业提高劳动生
产率、推进技术革新的双赢举措。

同时，业界也提出，保障休息
休假的权利，需要明确相关规定，
增强法律可操作性。进一步明确不
予年休假的前提条件，补充规定

“确因工作需要”是指职工因年休
假导致必要岗位无法替代，使用人

单位无法正常运行，给用人单位造
成严重损失的情形。建议有关部门
关于“带薪年休假”的“薪”的范
围有一个行政答复或司法解释，明
确年休假工资计算应包含奖金、津
贴和补贴，便于各级劳动争议裁判
机构统一参照执行。

完善监督制度，构建综合保障
体系也是让职工们可以放心休假、
安心休假的前提。相关部门应建立
完善劳动者权益维护机制，担负起监
管的主要职责，配齐配强监管队伍，
采取多种灵活有效的方式进行检查
和监督，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例

如，可不定期对企业休息休假制度实
施情况进行检查，并利用媒体向社会
大众公布违反制度的企业名单，在
各项组织评优中“一票否决”等。
同时，为了解决行政监督力量不足
的问题，还可以充分利用包括工会
组织在内的社会力量进行监督。

对于职工保障自己休息休假
权，还应优化救济机制，降低权利
维护成本。我国现行的劳动争议处
理机制是“一调、一裁、二审”。这种
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增加了争议双方
的成本，还影响了争议处理的及时
有效性。因此建议可以参考民商事
仲裁，变“调、裁、审”的单一模式为

“调、裁”或“调、审”的可选择性模
式，由争议当事人选择自己所需的
争议处理机制，降低职工休息休假
的维权成本。此外，还可以考虑优化
仲裁程序，简化证据规则，真正发挥
仲裁灵活、快速处置争议的功能。

休假：何时不再是“纸上权利”

工作之余工作之余，，悠闲休假悠闲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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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员工在休息时间组织拔河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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