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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世相图说世相
今年“两会”，代表们关于放假问题的建议就

有好几个。首先被拿来说事的，是春节到元宵节
这一段时间内的假期。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建
议，将元宵节纳入国家法定节假日之中。赖小民
代表建议，将春节假期由7天延长为15天，即假
期由除夕延至元宵节。关于这条建议的微博，获
得了6万多条转发、4万多条评论和超过24万的
点赞。秦福荣代表提议将春节大假延长至10
天，落实带薪休假。

3月9日中国新闻网

中国人一年到头唯“年”最大。延长春节假期
可以弘扬传统团聚文化，激活民众的休假权利，让
更多国民有闲暇享受休假时光，放松心情。对于家
在外地、路途遥远的工薪族来说，春节期间“一票难
求”不说，除去往返奔波的时间，7天春节假期，与父
母子女团聚往往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在带薪
休假政策落实不力的情况下，适当延长春节假期，
让更多家庭更多人感受传统年文化与团聚氛围，未
尝不可。而相比春节放假15天的建议，把春节假
期延长至10天的建议比较中肯、务实，值得听取。

正视延长春节假期的民意
叶祝颐

假期调整的话题再次成为关注点。人大代
表仰协建议，可对目前的双休日进行调整，实行
每月弹性休假制度，即按照每月8天的休息日总
量不变，自行将双休日调为一天，每月凑齐4天
小长假，这4天小长假可在每月的任意时间进行
自主调休。 3月9日澎湃新闻网

“每月弹性休假”是将休息权交给劳动者，根
据自己的情况自主调休，可以任意拼凑出小长假
来。这样的建议看上去很美，可却脱离了现实情
况，缺乏实施的现实基础。

休假权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过，目前休
假制度的落实情况并不理想，政府机构、事业单
位、国企、外企、少数民企等管理制度规范，休假
制度执行较好。而不少私企、个体经营者的双休
日制度没有做到位，职工仍然是一周休一天或一
个月休两三天的情况比较普遍，带薪休假制度更
是纸上谈兵。个别地方为了搞政绩、突击工作，

甚至不惜违背法规，弄出“白加黑”、“5+2”的荒唐
工作制，丝毫不顾及职工的休息权。

在领导意志、老板独断等因素决定下，劳动
者被剥夺合法休假权的情况很容易发生，但维
权却极为困难，而且对侵权行为的处罚也很轻
微，难以达到震慑效果。而且，绝大部分企业、
单位的工作都有规律性，自主调休的话，就会影
响到其他环节，很难人人如愿。何况，普通职工
在企业单位里的话语权有限，领导、老板又怎么
会放权让职工自主调休。可见，在双休日制度、
带薪休假制度等都未能完全落实、维权困难的
环境下，再去推“每月弹性休假”制度，无疑难以
实现。

目前广大劳动者急需的，并非增加花样繁多
的休假日，而是先落实好现行休假制度，保障劳
动者的合法休假权益不会被肆意侵犯，这才是最
关键的问题。否则，增加再多的休假日，休假制
度花样再多，又有何益？

“每月弹性休假”看上去很美
江德斌

“高铁早晚要涨价”让人五味杂陈
郭文斌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工程师王梦恕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铁票价早晚
要涨，具体怎么个涨法，需要多方研究再决定。

3月9日《新京报》

高铁是否涨价，这不应该是专家说了算。有
人提出，认为票价该不该涨、涨多少，应该引入价
格听证程序，“开门定价”。可事实上却是连这些
基本的程序都没有，说涨价就涨价了，而票价的成

本并没有向公众公开。这样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
的大事，居然不是“开门定价”，而是关起门来定
价，实在出乎我们的意料。高铁，是具有垄断性质
的，不完全是市场化，票价的高低不能由着垄断部
门说了算。而“高铁早晚要涨”的说法令人冒汗。
至于“不会乱涨”，则很难让人相信。飞机票还有
打折的时候，高铁凭什么早晚要涨价？高铁的价
格如何定？请拿出方案来让老百姓看看。本来，
高铁不该是早晚要涨，更不该想涨就涨。

“我们中心在2016年办理的因怀孕而被辞退的
女工案件就有11件，这些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用人单
位在明知女工怀孕的情况下，以种种理由将其解雇。”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时福
茂对记者说。 3月9日《工人日报》

一味强调法律保护或是“人情味”，而不考虑企业真
实存在的用工压力，就难以从根本上保障怀孕女工权益。
只有从企业用工、女工就业和收入等方面提供实打实的
政策支持，她们在求职与就业中才能不再如履薄冰。

“在雾霾短时间内难以彻底治理的情况下，
我呼吁有关方面重视雾霾对劳动者尤其是像环
卫工、快递员、道路养护工、交警等户外劳动者健
康的危害，积极研究相关劳动保护办法，必要时
可为劳动者发放‘雾霾津贴’。”3月7日10时许，
全国政协委员、新疆律师协会副会长潘晓燕在小
组讨论上发声。 3月9日《工人日报》

造成劳动者权益与福利落空，很大程度是劳
动权益保障制度设计的弊端所致。一方面，劳动
者工资、福利缺少强制手段的保障，许多行业，如
环卫、快递员，别说是“高温津贴”之类的“蝇头”福
利，就是“五险一金”，甚至合理的薪资报酬都不能
正常保证；另一方面，各类劳动福利与劳动工资的
界线模糊，许多行业与职业薪酬由市场确定，包括
工资、“五险一金”都计算在用工成本内，在可承受
的范围内，其他的劳动福利政策越多，降工资涨福

利“剜肉补疮”的可能性就越大。
户外劳动者或者特殊工种的劳动者，其劳动

保护应由职业特性所决定，诸如高温、低温、毒害
等与环境因素相应的福利，更应该统一设计，如
设立特殊劳动津贴、劳动防护条件、定期职业健
康体检等。而不能总是天热了谈高温津贴，空气
污染了提议“雾霾津贴”，头疼医头、脚痛医脚，不
断地打权益的“补丁”。

其实，加强特殊劳动者的劳动保护，除了科
学的制度设计，强化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话语
权至关重要。如引导健全行业工会，组织和代表
劳动者与企业开展工资、福利等劳资协商。同
时，建立必要的强制征管支付制度，如工资与劳
动福利保证金，倒逼用人者履行责任的兑付执行
力。只有做好了这些，劳动环境有所变化，相应
的劳动福利都可以通过调整标准来调节，而无须
反复打补丁。

“雾霾津贴”不宜成为劳动福利的补丁
木须虫

影视教育进入教学计划
是场“好戏”
刘剑飞

记者从咸阳市教育局了解到，影视教育已进入当
地中小学正常的教学计划，参与爱国主义影视教育影
评结果将纳入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将记入学
生成长及综合素质评价。 3月9日《华商报》

不少人认为，教育和影视风马牛不相及。这是因
为，长期以来，学校在教育中将影视作品排斥在门外，
导致一些优秀的影视作品进入不了课堂。如今，咸阳
市将教育和影视“联姻”，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课余文
化，也可以提升学生的素质和修养，更能激发学生分
析和思考的热情，可谓一举多得。

平时，学生的课外时间不是被繁重的作业占据，
就是被各种补习班辅导班霸占，有了影视教育，学生
课余时间可以走进电影院，不仅可以活跃学生的课余
生活，丰富课余文化，也能带动影视文化繁荣，

那些纳入教学计划的影视作品都是经过精心筛
选的，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学生的爱国意识、公
德意识和文明素养有着积极的教化意义和引导价值，
可以让学生学会守法、感恩、谦虚、礼让、尊重等品
质。通过观看影视作品学习到这些知识和能力，效果
往往比从书本和课堂上学要好得多。

影视教育进入教学计划，并非简单的观看影视
剧，还要根据影视剧开展讨论，撰写影评。这不仅可
以提升学生的艺术欣赏水准，也能提升学生的思考和
分析能力。影评需要深厚的理论素养和扎实的文字
功底，这就需要学生在观看影视剧时，认真观察，深入
思考，学会分析和评论，从而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
观和价值观。这对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提升学生的综
合素质无疑大有裨益。

将影视教育纳入教学计划，是一场教育“好戏”，
可谓教学创新的一种有益尝试。

保护怀孕女工
需要实打实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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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两会”上，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有很高的关注度，那些事关民生的内容更是
容易引发人们的热议。今天我们也一起来探讨一下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假期”、“休
假”、“高铁涨价”、“劳动福利”等话题。也许，共识就是这样一步步达成的。

章丽珍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