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四方：为百姓服务的部门可千万
不能周五下午就找不到人了。

@

郭施亮：机关事业单位有条件推
行小短假， 而囿于经济利益等考虑，企
业特别是民营企业， 是没有这个条件
的，因而担心“小短假沦为机关事业单
位的福利”，扩大权利差距。

@

蓝色星星：

2.5

天假最终能否落
实在自己头上， 而不是纸上画饼式福
利；期待的是，相关方案能否为虚置的
休假权做增量，而非少数人专享。

@yaya6

：诚然，人人都想有更多
的假期供自己享用， 但是可不可以享
受、能不能享受，还得看有没有“条件”，

而这种“条件”恰恰是地方和单位工作
实绩创造的。

＠

骑着马儿哒哒哒哒：颁布和实施

是两种事情。总的来说，就是
:

此法只
适用于政府机关和其他特殊部门。平常
普通老百姓上班休息时间根本不用奢
望了。

＠

青衫犹存
-

丹： 先把企业不按国
家法定假日放假实行加倍工资落实。

＠

杨
2426

：有两天假期还不满足，

真是不要脸。 多休息了半天记得扣工
资。

＠ly9017

：这才对啊！尤其是县里
头，去趟省城不容易，出门旅游一趟路
上都要花两三天！建议边远地区年假多
放几天！

＠

王辰
23494

： 光鼓励不行啊，得
强制落实，即便有些国企和事业单位也
不会真正落实的。

@

你好我叫明明：虽然觉得不大可

能，不过能有这份心就已经挺安慰了。

@May_WS

：大赞，鼓励国家多制
定对职工有益的政策。

@

景色中国：先强制双休吧！！二三
线城市的公司大都还是单休或者单双
休轮流……

@

谢里夫奥尼尔：这才是真正的望
梅止渴，而且有条件是以什么为界限。

@Viggo_V

：国企和事业单位先实
现， 我只希望到正点就能下班就

OK

了。

@LiArsenal

： 根本推广不了…那
些清闲的单位估计还行……更何况
周五下午本来就没多少可以办事的
单位……银行，电讯，医院等等挺忙的
单位，你看怎么可能会放假……不加班
就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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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四天半工作制浮出水面

真能休得惬意吗

“一周做
5

休
2

的固有模式开始松
动啦。” 按照山西省晋中市新近出台
的《关于推广全市周末弹性休息的实
施方法》，从

2016

年开始，每年全市从
4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期间实施周五下
午弹性休息，方法适用于全市党政机
关、集体、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公司
可参照执行。这意味着周五下午歇半
天，连同原有的双休日，晋中市实际
就形成了一个崭新的

2.5

天“微型小
长假”。在我国，实行了多年的

5

天工
作制，会不会由晋中模式的影响而形
成多米诺骨牌的推倒效应呢？缩短每
周的上班时间，真能促动人们旅游的
热情，满足国人对增加法定节假日的
期盼吗？休闲时间多了，真能因此而
拉动消费市场吗？

网友：绝大多数投赞成票
曾有美国留学经历、现任本市一

家大型基金会秘书长的小邱说，印象
中， 国外的节假日是比国内要多，西
方的上班族似乎常常有休假， 国定
的、州立的假日也不少。“如果在全国
推行四天半工作日，那人们的幸福感
肯定会上升。”她说。

晋中的做法并非心血来潮。去年
8

月，国家有关部门首次提出鼓励“周
五下午与周末”的

2.5

天休假。在今年
召开的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国家旅
游局表示，将推动地方和企事业单位
在保证每周法定

40

小时工作时间、不
影响群众办事的前提下，创造条件让
员工错峰休假、弹性休息，探索夏季
2.5

天休假模式。事实上，除了一些工
作内容不是十分确定，必须有足够的
工作时间保证的单位外，只要是工作
内容可以量化、质化的，都可以按件
支付工作或给予其他待遇，没有必要
安排员工一定要上够

5

天班。 有分析
说，设计四天半工作制的初衷，是因
为研究发现，工作时长的增加会给员
工带来压力，使其精疲力竭，从而造
成一系列健康问题， 包括睡眠问题、

抑郁、糖尿病、心脏病等。这些压力和
疾病还会反过来给企业带来经济问
题———旷工率增加、跳槽增多、健康
保险支出增加等。因此，在多家网媒
的在线调查中，网友们纷纷点赞在周
末增加半天休假，光明网约有超九成
网友表示支持， 在新浪网

4.5

万人参
与的投票中，

81.3%

的人认为这种休
假方式可行。

专家：多休半天作用有限
但与网民的热情有所不同的是，

专家们对每周增加半天休息的做法
却并不太认同。华东师范大学旅游系
教授、 休闲研究中心主任楼嘉军说，

四天半工作制很可能带来一系列负
面的影响。第一，从工作角度来说，周
五上午上半天班，下午休息，且不说
同样需要上下班出行的折腾，单就半
天的工作来看，很多人很可能心不在
焉，效率也高不到哪里去，以前很多
单位在春节前一天都是半天上班半
天休息的，常见的情况是即便上午工
作时，也是要么找不到人，要么办事
的人心神不定。第二，指望多休的半
天可以带动短途旅游，可以对小长假
黄金周旅游市场的人满为患起到削
峰填谷的作用，那也基本上是一厢情
愿，以上海为例，到周边长三角地区
游玩，有两天也能搞定，休两天与休
两天半没有实质差异。第三，从家庭
角度来说，如果周五下午放假，绝大
多数人恐怕也是会以回家休息为主，

不太会在单位吃了午饭后直接就匆
忙踏上旅途。

企业反响尤为冷淡
也有人用“理想很丰满，现实很

骨感”来形容推行四天半工作制或将
遭遇的各种掣肘。

“我当然希望休息越多越好，但
上班时间缩短，该做的工作又不会减
少，还是要在规定时间里完成，最终
的结果可能就是在家里加班。” 贾志
诚是一家化工企业的市场部员工，每
天上班时间从

9

时至
17

时
30

分， 是标

准的“朝九晚五”族。尽管有固定的上
下班时间，可小贾的工作内容却是一
个个阶段性的项目，每个项目历时一
两个月。其中，很多工作还需要与代
理广告公司沟通、协调，如果大家都
缩短法定工时，项目的进度势必要拖
长，

8

小时外的加班也会增加。“如果
工作量不减， 我情愿在公司工作，效
率会比带回家做高很多。”

有人提出，“减时”的同时也应该
“减薪”，以实现“分享就业”。对此方
案，贾志诚直言并不愿意，“这不是经
济危机中不得已而为之的变相调薪
吗？ 如果国家要倡导四天半工作制，

应该在不减薪的基础上讨论，不然绝
大多数上班族都不会接受的。” 他戏
言，虽然休息时间多了，可以去多看
看世界，但“看世界也是需要经济支
撑的，否则连上海都出不了”。

对此，身为一家
IT

公司人力资源
部负责人的庄凌云也表示，一周四天
半工作制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行业。

“对于生产型企业， 比如三班倒的，

或者机关单位， 可能调整法定工时
的影响会比较大。而对于我们这种行
业， 本来就是项目制的弹性工作制，

加班只是一种默认行为，少半天意义
不大。”

在笔者走访的数位小微企业、民
营企业主中，几乎所有人都持反对态
度。老余是一家洗车行的老板，目前
经营着

6

个洗车店。“员工工资
2000

多
元，我要付

4000

多元，用工成本本来
就已经很高了。再加上各种税、房租、

水电等等，每月利润很薄。现在的工
人多聪明，如果法定工时缩短，他们
肯定要求加班费或增加调休。到时我
要么付加班费，要么增加人手，但洗
车价格又不可能大幅增长。本来公司
就已经不堪重负， 说不定就此关门
了。”他叹道。

民生银行曾发布过一份《小微金
融发展报告》称，用工成本上升已成
为小微企业经营中最困难的问题。受
制于经济环境的不景气与激烈的市
场竞争，企业很难将成本的提升转移

到产品售价上，导致利润平平，尤以
居民服务业、建筑业和餐饮业等劳动
密集型行业对此问题反映最强烈。

拉动消费几无可能
对于呼之欲出的四天半工作制，

劳动法专家周斌认为， 减少法定工
时，目前看来条件尚不成熟。会导致
企业成本上升的“一周四天半工作
制”，至少在近几年看来并不现实。不
过如果企业自愿，社会也是欢迎的。

针对有消息称“全国旅游工作会
议提出将探索夏季

2.5

天休假模式，

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实行
2.5

天弹性休
假”，周斌表示，这并非指周五下午直
接放假，国家旅游局曾解释过，弹性
作息是在遵循每周

40

小时工作的前
提下，把周五下午的工作时间提前安
排到其他工作日中，比如周一到周四
每天延长

1

小时下班， 这样周五下午
就能腾出来与周末结合外出休闲度
假，这与缩短法定工时并不画等号。

每周少上半天班，还有一个理想
的“愿景”是可以拉动消费、扩大内
需。对此，华东师大经济系主任李巍
教授认为， 这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的。

“在经济学上有一个‘持久消费说’原
理， 消费增长会呈现一种规律性现
象，即在某个中长期时段内，这种增
长是相对稳定的。近几十年来，我国
对国民节假日的调整一直没有间断
过，但从已有的数据结果来看，消费
的增长从来没有因为节假日的结构
性调整而出现井喷或过大波动。所
以，那种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
靠节假日消费拉动内需’ 的说法，多
半是伪命题。”

休假改革莫“一刀切”

在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实行每周
6

天工作制、每周工作
48

小时，与当时
德国的五天工作制、每周工作

36

小时
相比，从表面上看中国每周的工作时
间多了

12

小时，但实际的劳动时间与
德国工人几乎一样，说明劳动力的浪

费十分严重。从
1994

年
3

月起，我国曾
短期试行过隔周

5

天工作制。 现在实
行的每周

5

天、 每天
8

小时的工作制，

始于
1995

年
5

月
1

日。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休假总时间
短外，我国职工休假还面临着“全勤
率”低、不同群体休假“旱涝不均”的
现状。 据国际上曾经有过的一项调
查， 全球

2/3

的职场人会选择用完当
年的所有假期，但中国人假期“全勤”

的比例仅有
65%

。 对此， 楼嘉军说，

“一刀切”的假日制度设计，很难满足
广大职工多样化的休假需求。一些有
条件的、 工作量季节性变化大的行
业，可以率先引入弹性工作和灵活休
假制度，以便更加合理地安排工作和
休闲时间。

楼嘉军教授还表示，即便一周增
加半天或一天休假，对渴望长途出游
的城市人群，对渴望多些回家探亲的
打工人群来说，都没有太大的实际可
操作意义。

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是，随着四
天半工作制的浮出水面，有关呼吁每
周工作四天的建议也不绝于耳，甚至
还有代表、委员将之提到了全国两会
上热议。对此问题，楼嘉军教授仍然
表示反对。“四天工作制是西方一些
发达国家在上世纪中后期提出的，原
本以为，个人上班时间少了，可以匀
出更多的岗位推动就业率上升，但后
来又发现，少上一天班，岗位其实并
未多出来多少， 企业的支出却更大
了。所以，像法国等国家就已经从四
天工作制又退回到了一周上五天班。

我国现在职工的年工作时间约为
2000

个小时，欧洲一些国家约为
1500

个小时，但他们却普遍遭遇了经济衰
落的窘境， 无论是劳动者的干劲，还
是企业的拼劲，都不如我们强，因此，

我们没有必要步他们‘干活少了、经
济衰了’的后尘。”楼教授说，着眼于
供给侧改革，在法定节假日不增加的
情况下，社会应努力提供系统化的娱
乐休闲场地，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
文化生活需求。

8省出台“2.5天假”指导意见

5地出台细则
4

月
1

日起
,

国内又一批
地区实行周末“

2.5

天假”。自
2015

年
8

月国办发文首次提
出“周五下午与周末结合”以
来
,

目前全国至少有
8

个省份
出台相关指导意见

,5

地出台
细则。

国务院办公厅相关负责
人指出

,

各地调整作息制度
需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和
文件

,

不得随意调整工时。专
家认为

,

如何在法规框架内
落实好弹性作息制度

,

让人
们能休假、休好假、好休假

,

未来还需要在假期科学设
计、 劳动监察保障和休闲基
础设施等方面多做谋划。

周末“扩容”到“

2.5

天”

继
2015

年江西省上饶
市、 湖南宁乡县旅游局率先
实施夏季周末“

2.5

天假”后
,

贵州省黔南州、 江西省吉安
市、 山西省晋中市近期陆续
提出

2016

年起实行周末“

2.5

天假”。其中
,

吉安市和晋中
市于

4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在江西上饶党政机关工
作的吴华

,

回想起周末从
1

天
到“

2.5

天”“扩容”过程
,

还记
忆犹新

:

上小学时
,

每周只有
周日一天休息

,

“只够写个作
业”

;

后来
,

短暂地实行了单双
周轮休

,

即“

1.5

天版”周末
,

而
后过渡到周末休两天

,

家里
也逐渐有了周末出游的习
惯

;

工作了十几年后
,

他所在
的上饶市开始实行夏季周末
休两天半。

“有了‘

2.5

天假’

,

我能以
上饶为中心

,

和家人到
300

公
里左右的范围内游玩

,

休闲
半径扩大了。”吴华说。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文
化旅游学院教授冯淑华说

,

伴随着我国生产力的提高
,

人们生活水平逐步提升
,

我
国周末从

1

天、

1.5

天、

2

天乃
至
2.5

天的演变历程
,

是社会
进步的一种表现。

实施时间多集中在春夏秋
2015

年
8

月
,

国务院办公
厅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旅
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

中
,

首次提到“周五下午与周
末结合”。目前

,

河北、江西、

重庆、甘肃、辽宁、安徽、陕
西、福建等

8

个省市已正式出
台意见

,

明确提出鼓励有条
件的地方和单位实行错峰休
假和弹性作息。

已出台弹性作息制度的
地区和部门

,

实施范围、时间
跨度等各有不同。上饶市、吉
安市、黔南州、晋中市由政府
发文在全市

(

州
)

范围内实施
,

湖南宁乡县旅游局系统的试
点则经县政府批准。

在实施时间上
,

多集中
在春夏秋三季。 有的横跨夏
秋两季

,

如贵州黔南州从
5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

上饶市从
6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
,

湖南宁乡
县旅游局从

7

月
1

日至
10

月
1

日
;

有的则横跨春夏秋三季
,

如吉安市和晋中市从
4

月
1

日
至
10

月
31

日长达
7

个月。

阻力主要来自用人单位
围绕周末“

2.5

天假”

,

一
些网民也提出质疑

,

究竟是
休假还是“挪假”

?

政策落实
不到位

,

会不会带来新的不
公平

?

———能不能休
?

晋中市
政府文件中明确

,

政府窗口
单位暂不执行“

2.5

天周末”。

吉安、 上饶等地政府窗口单
位负责人说

,

虽然政府文件
没有明确规定

,

但单位内部
不鼓励员工周五下午调休。

一些中央、 省属企事业员工
透露

,

即使所在地推行
,

但由
于是条管单位

,

上级单位没
有执行

,

下级单位也无法实
行。 值得注意的是

,

浙江杭
州、 四川内江等地一些企业
也开始试行员工周末“

2.5

天
假”模式。

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
会副会长刘思敏说

,

实施“

2.5

天假” 有助于带薪休假制度
的落实

,

尽管国家出台法规
保障带薪休假

,

但这项制度
落地情况并不理想

,

主要阻
力来自用人单位

,

尤其是中
小企业。

———怎么休
?

国务院办
公厅相关负责人指出

,

国务
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有明确
规定

,

不能直接把周五下午
工作时间安排到其他工作日
中。 对于将周五下午休息时
间计入带薪年假时间的

,

也
要根据实际情况

,

统筹考虑
政府工作、 企业生产经营和
职工利益

,

不能不顾实际简
单从年假或法定节假日中扣
除。

———效果如何
?

江西财
经大学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
研究中心旅游所所长曹国新
说

,

以江西为例
,

根据往年旅
游数据

,

旺季
6

个月的游客数
占了全年游客总数的绝大部
分
,

剩下
6

个月淡季游客数占
比较少。多地“

2.5

天假”实施
时间集中在春夏或夏秋季
节
,

可能造成景区游客增加
,

游客旅游体验下降。

另一方面
,

“

2.5

天假”使
得公众出行多为短途旅游

,

目的地集中在城市周边。一
些业内人士指出

,

当前不少
城市和周边乡村旅游点的数
量、服务能力都有待提高

,

短
期内休假拉动消费的效果可
能低于预期。

(

北晨
)

也说休假

近日， 每周休息两天半
的说法甚嚣尘上， 似乎坚持
了十几年的每周五天工作制
马上要改作四天半了。 细细
关注一番， 远不是这么回事
儿。

最近的消息来自
2016

年
全国旅游工作会议。 该次会
议上国家旅游局表示， 将推
动地方和企事业单位在保证
每周法定

40

小时工作时间的
前提下， 创造条件让员工错
峰休假、弹性休息，探索夏季
“

2.5

天休假模式”； 同时，加
强带薪年休假的落实监督。

消息向前溯，

2015

年
8

月
11

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关
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
费的若干意见》，鼓励旅游消
费。拣关键的说，第一是落实
职工带薪休假； 第二是鼓励
有条件的单位夏天实行两天
半小长假。

原来是这样。 国家旅游
局前面的说法和应对城市拥
堵而让上班的人们错峰上下
班、 让上学的学生错峰上下
学一样，只是上班、上学固定
时间的一种调整， 总量是不
因调整而变化的。 不过这种
休假的调整是为了让大家避
免旅游的拥堵， 分期分批地
出游而已， 和增加半天休息
时间无关， 与此有关的则是
探索夏季“

2.5

天休假模式”。

再联系一下去年国务院
办公厅的说法， 两个要素得

读懂，一是
2.5

天休假仅限夏
天；一是有条件的单位。

国家旅游局和国务院办
公厅都提到带薪年休假的落
实， 这才是关系很多人的大
事儿。

按供职单位的一般说
法，大致有行政、事业、企业
等几类。 行政类“为人民服
务”，增加休假自然影响为人
民服务的质量， 老百姓犯嘀
咕， 从业人员也会一肚子苦
水。事业类以教育、医疗为主
体， 且不说教师的寒暑假已
让人产生嫉妒， 教师带薪休
假学生怎么办？ 连放开二胎
女教师生育都要排队， 真是
无法想象。 医院的从业者更
多休假怕也是影响重大。再
说企业， 工资总会和生产业
绩挂钩， 休假时期的生产业
绩从何而来？！

这样一看， 带薪休假才
是令人头大的事儿。 监管部
门、各单位投入些精力，探讨
一下员工带薪休假的方式才
是广受欢迎的事儿。比如，在
一些工作有张有弛的单位，

是否可以考虑在工作轻松的
时段多安排员工休假？ 从人
性化管理的角度看， 也可以
把年休假分散到员工事假、

病假中， 在允许的范围内不
再扣工资降绩效之类。

总之，带薪休假、错峰休
假、夏天

2.5

天休假都是好事
儿，是体恤民情之举，探讨各
种能够提高人们幸福指数的
实施方式才是关键。

□

王蔚金矣

□

马童

漫画 作者：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