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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巷议

热点追评

中国政府网 10月 25日公布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4年部分节
假日安排的通知》。其中，春节将在
2月10日（初一）至17日（初八）放
假调休，2月4日（星期日）、2月18
日（星期日）上班。同时，鼓励各单
位结合带薪年休假等制度落实，安
排职工在除夕（2月9日）休息。

本报今日A14版

临近岁末，明年节假日放假调
休方案正式发布，引发大众关注与
热议。从具体休假方案来看，与往
年的差别不大，仍然延续了长短结
合、前挪后移的放假调休模式，已
经被大众所熟悉和接受，而最大的
亮点，则属春节放假8天，且首次提
出“鼓励除夕带薪休假”。虽然除
夕当天名义上不放假，但通过带薪
休假的方式，各单位可自行安排，
意味着职工可在除夕休假，事实上
形成长达9天的“超级黄金周”。甚
或，职工个人还能申请带薪休假，
将春节假期进一步延长。

我国现行法定节假日总天数

为 11 天，周末休息 104 天，带薪休
假 5 天-15 天，总假期天数处于中
等偏上水平。但是，每年在放假调
休方案发布之后，都会引起很多人
的吐槽，认为假期不够、获得感不
强、调休太频繁等。由于我国人口
众多，不同人群的需求差异很大，
各类机关单位、企业的用工制度和
政策落实情况也不一，导致众口难
调，放假调休方案不可能让所有人
都满意。

从历年来的实施经验看，当前
的放假调休方案虽然有瑕疵，但是
尽可能做到让更多人享受法定假
期，以达成社会最大公约数。因此，
虽然大家每年都在吐槽，但每年又
都期盼假期的到来，这个矛盾短期
内无法消解。根据各国经验和专家
建议，较为理想的放假方案，乃是将
假期固定，并配合带薪休假制度辅
助，从而将法定假期与灵活休假相
结合，让大众享有更多放假方案，拥
有更多选择机会。

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实施带薪
休假制度，各地也相继发布了实施

细则，但是仅停留于纸面上，政策
落实不到位，只有部分机关单位、
企业认真执行，大部分劳动者仍然
无法享受到带薪休假。在现实中，
一些劳动者迫于工作和生活压力，
害怕会丢掉工作岗位，经常被强制
加班，却无法享受到完整假期，甚
至不敢向单位申请休带薪假。因
此，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推动用人单位落实带薪休假制度，
保障职工的合法休假权益。

只有将带薪年休假与法定节
假日统筹协调安排好，劳动者的休
息权利才会更有保障，保障得更为
充分。由此可见，此次放假调休安
排，特意鼓励将除夕放假纳入带薪
年休假安排，就是一次非常巧妙的
创新探索，倡导企事业单位在保障
基本运行的前提下，能放则放。显
然，这是开了一个好头，释放出了
积极信号，有助于推动用人单位创
新休假模式，灵活运用带薪休假制
度，满足职工的多元化休假需求，
以实现错峰出行、分散安排，让休
假方案更人性化、个性化。

教师骂学生“孤儿”
别忘了从教初心
孔德淇

日前，有网友发文称，湖北襄阳
市诸葛亮中学（原襄阳市三十二中
学）七年级一位老师在批改作业时，
给学生写下评语“全班最差，你是孤
儿吗？没人管吗？”对此，襄阳市诸葛
亮中学办公室工作人员回应，该校将
会调查此事，如有这种情况，将会约
谈这名老师，这样的表达方式确实存
在问题。

10月25日红星新闻

在一个班级里，学生认知水平和
学习能力有所差异，再正常不过。在
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理解教师希望
学生进步的心情，但在班级群里公开
指责学生，并用“孤儿”这样的语词来
恶意称呼，显然违背了教育的初衷。
都说“恶语伤人六月寒”，这些伤害性
不小、侮辱性极大的话语，践踏了学
生的尊严和自信。倘若说涉事老师
是出于对学生的爱而批评他们，那么
必须要问，这种“恨之切”的表达方式
又何以体现出“爱之深”呢？

任何一种惩戒行为都不能以伤
害学生的身心健康为代价。这样近
乎恶毒的辱骂，已然突破了师德底
线，违反了相关规定。无论是《新时
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还是《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
处理办法》都给教师行为划出了“红
线”，明令禁止教师这样羞辱学生人
格。

引发舆情后，涉事中学已表示将
对此展开调查，并将与教师进行约
谈。这是对被骂学生及其家长的慰
藉，也是给关切此事的公众一个交
代。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说过，
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
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
一个灵魂。教师是播撒爱心的使者，
他们除了遵循职业道德之外，还应用
自己真诚无私的灵魂唤醒学生们内
心对未来的渴望。

教师的责任不仅仅是传授知识，
更是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他们
应该引导学生，鼓励他们充分发挥自
己的潜力，而不是用伤人的言语打击
他们的自信心。当我们谈论教育的
时候，我们必须牢记教师的初心，那
就是培养健康、自信、有爱心的个体。

此事对为人师者和学校也是一
种警示：教育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
是一份责任和使命，必须反思那种唯
成绩的思维及学生评价机制。除了
事后惩戒，老师所任职的中小学和地
方教育部门，也应该切实担负起管理
责任，加强对师德师风等方面的教育
培训。同时，学校也应该建立健全的
监督机制，确保教师行为符合教育的
伦理和道德标准，让每个孩子都能在
校园里健康快乐成长。

“鼓励除夕带薪休假”
释放休假制度创新信号

江德斌

三江热议

婚宴场地设在垫桥村惠民楼，
每桌上些家常菜，不放高档烟酒；
请的客人不多，但是“甜蜜指数”爆
表……近日，浙江慈溪市长河镇居
民张女士通过微信，与记者分享了
她的婚礼视频。2019年，长河镇
统一“红白事”办理标准，11个建制
村全部成立红白理事会，引导村民
共同议定酒宴规格、礼金数额、礼
仪模式等。

10月25日《宁波日报》

在一个关系型社会里，适度的
人情往来有助于促进社会互动和
社会联结。当人情往来陷入高成
本、低效率的窠臼，终究会让人们
不堪重负。名目越来越繁多，酒席
成本水涨船高，份子钱越来越厚
重，很多人都意识到“酒席风”需要
纠偏，却难以独善其身。

酒席风作为一种不良风气，个
体往往会受到裹挟，身不由己、欲
罢不能。在不少地方的风俗习惯
里，举办酒席在“意义之网”中占据
重要位置；当多数人还在迷恋酒席
的符号效应，将大摆筵席当成一个

社会表现和社会竞争舞台的时候，
少数“不合群”“不懂礼”的人们，很
容易被污名化。

酒席具有公开性和象征性，很
容易成为众人关注和议论的焦
点。通过符号消费来赢得尊重和
社会地位、来制造身份认同，成为
一些人热衷大操大办的心理根
源。部分人偏好大摆筵席，既是想
通过消费上的差异来彰显经济实
力，也是想通过不吝投入来彰显自
己的慷慨大方以及有能力、有本
事，从而赢得积极、正面的社会认
同。实际上，通过人为的印象管理
来营造的人设，很多时候都是一种
自欺欺人、自我麻痹。

在一个区域内，操办酒席会形
成一种结构性压力。在人为建构
的“文化枷锁”里，酒席应该怎么操
办，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些
不按照“规矩”行事的人们不仅面
临着社会声誉下降的风险，还可能
在社会网络中陷入边缘化的境
地。明明对大操大办不认同、不喜
欢，却又无可奈何，只好身不由己
地参与其中甚至推波助澜，导致不

良风气愈演愈烈，影响了老百姓的
正常生活和工作。

再体面的宴席、再风光的排
场，除了能够满足一时的口腹之
欲和短暂的虚荣之外，什么都不
会留下。当大操大办被不办、简
办所替代，当人情往来变得更低
成本、更高效率，乡村的人情往来
才更加可持续，乡村才会更有生
机与活力。

让人情往来回归低成本、高效
率的本位，不仅需要教化引导，也
离不开“紧箍咒”。不论是村“两
委”成员等精英群体发挥榜样示范
效应，还是将孝老敬老、厚养薄葬
等纳入村规民约，抑或讲好身边婚
丧新风故事、开展文明家庭和好家
风评选等，移风易俗是一个长期的
系统工程，离不开广泛的公众参
与。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不
仅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层
面。为人情“减负”，为文明“加
分”，移风易俗事关公众切身利益，
事关文明的建构；当红白事简办蔚
然成风，每个人都会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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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白事办理标准”
每个人都是文明塑造的受益者

杨朝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