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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七”让劳动者的休息权“打折”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今天星期日，也可以被
称作“星期七”，因为按照《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2013年部分
节假日安排的通知》，这是本
周的第七个工作日。今年以
来，在元旦、春节、劳动节、端
午节等节日的安排上，连上
七八天的现象已有数次，引
起了不少人的抱怨。

设立假日的目的，首先
是为了保证劳动者的休息
权，适当休息才能保证高效

率的劳动，这是应该遵循的
规律。在此基础上，才能考虑
促进旅游经济等其他目的。
相关部门制定假日安排时，
不妨多征求一下意见，适度
增加灵活性，真正顾及劳动
者的感受。

按照日常的休息安排，工
作五天休息两天，这是合理的
节奏，长时间连续工作，会让休
息权“打折”。一般性的行业执
行周末休息，电力、交通、公安
等涉及公共服务的部门，也会
安排类似的轮休。连续上七八
天班，显然打破了原有的规律，
会让劳动者感觉更加疲惫，既
影响了劳动效率，休息的效果

也会打折扣。劳动法第四章第
三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
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
日”，就是为了保证劳动者在连
续劳动之后，能得到合理的休
息。如此说来，这还真让用人单
位左右为难：遵循现行的假日
安排，用人单位有违反法律之
嫌；要是不按安排放假，就得让
劳动者在法定的假日里工作，
用人单位还得支付加班产生的

“额外工资”。
事实上，现行的假日安排，

更多是从拉动旅游经济角度出
发，虽说旅游也是休息的一种
方式，但整体旅游环境不改善，
只在节假日上做文章，也是事

倍功半。据报道，每年的假日安
排由“全国假日办”草拟，经国
务院办公厅审批并下发通知。

“全国假日办”全称是“全国假
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办公室”，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通知中也
会写明，“为便于各地区、各部
门及早合理安排节假日旅游。”
旅游的确是种休闲方式，但连
续工作七八天之后，攒来的假
日会变成另一种负担。从现有
的报道来看，每逢公共假日，车
票难买、高速拥堵就成了“惯
例”，好不容易到了景区，还要
面对人山人海和高额的票价。
基础的旅游环境没做好，只从
拼凑节假日上做文章，就算是

连放十天，又有多少人愿意拉
动旅游经济呢？

当然，出行环境的改变并
不是朝夕之功，好的初衷要想
收到好的效果，假日安排的制
定和执行还可以更灵活些。目
前，我国带薪休假制度没有全
面落实，大多数群众只能在公
共假期出行，必然导致交通拥
挤、食宿紧张等现象。国务院
2007年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
日放假办法》，增加了节日的数
量，就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从
今年的情况来看，主要问题是
长时间连续工作，2013年国庆
和中秋的安排，就没有类似问
题。看来，只要在细节上做些调

整，还是能够保证劳动者的休
息权的。在制定假日安排时，相
关行政部门不妨先征求一下各
方面的意见，在假日的执行环
节，也给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多
一些灵活变通的空间，让想出
行的人能有出行的时间，让不
想出行的人，也不必辛辛苦苦
凑假期。

话说回来，增加的这些节
日，也属于公共假期，单纯假日
数量的增加，也无法改变集中
出行带来的问题。要保证劳动
者的出行权，最终还得落到带
薪休假制度上，如果人们能够
自由选择休息的时间，也就不
需要延长劳动拼凑节日了。

□黄齐超

近日，麻阳县人民法院
对县文化局原纪检组长莫某
和文化市场稽查大队原大队
长石某贪污公款一案作出一审
判决。不过，涉案单位向法院出
公函求情，要求轻判，理由是莫

某和石某年富力强且素质高。
(6月8日《法制日报》)

涉事单位领导“护犊”之
情可以有，但不应当体现在替
贪腐官员求情上，而是应当用
在日常的约束和管理上。首
先，公函求情是一种变相的施
压，有干扰司法审判之嫌。其

次，众所周知，公函是一种公
文，它不同于民间的联名求情
信笺，公函包含了老百姓赋予
的公权力，当然不能成为替腐
败分子求情的工具。

说到底，单位出具这样的
“求情公函”，正暴露出基层官
场的“相卫性”，值得深刻反思。

>>评论员观察

设立假日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保证劳动者的休息权，连续工作七八天之后，攒来的假日会变成另一种负担。在制定假日日安
排时，相关行政部门不妨先征求一下各方面的意见，在假日的执行环节，也多一些灵活变通的空间。

官商关系折射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中国现在面临向后工

业社会的转型，经济与社
会发展中的挑战更加突
出，如何重树官商关系，成
为厘清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的一个缩影。

首先，所谓官商要相
敬如宾，本质上讲是需要
规则和规矩，来约束官员
的行为。其次，处理官商关

系，只靠纪律和道德无法
起作用。重塑正常的官商
关系，一要减少行政对市
场的干预，弱化行政权力
对于商人利益的影响，从
而使官商间的设租和寻租
空间收缩。另一方面，应以
公开透明作为强化规则约
束的起点，促使官商交往、
官员财产申报、商人的政

府公关行为等，都必须在
信息公开的基础上接受公
众监督。最后，官商关系的
背后，反映了政府与市场
的边界问题。在健全的市
场体系中，依靠与官员的
裙带关系、灰色经济而维
系的商业模式，是不可持
续的、畸形和低效的。(摘自

《广州日报》，作者杨涛)

很多人还没学会如何表达愤怒
愤怒并不是被别人牵

着鼻子走，不是别人情绪
的操纵品，而是自己独立
思考后作出的判断，也许
略显偏激，甚至有些情绪
化，但它是思考后的产物。
不得不说，现实中很多人

还没学会怎么去表达愤
怒，而是将其降低为一种
粗鄙的情绪宣泄，异化成
一种低素质、没素养的表
现。

避免那种戾气式的愤
怒，一个方式是，当面对一个

让你觉得很荒诞、很不可思
议的事情时，别急着愤怒，而
多问句“为什么”。另一方面
要学会“抽出身份想象”，尝
试站在第三方去看问题，思
考会客观很多。(摘自《中国
青年报》，作者曹林)

公权部门应告别“通稿思维”
“新闻通稿”的缺陷，

不仅在于新媒体时代，其
时效性和表现形式等难以
完全满足公众要求，还在
于常与之伴随的“选择性
公开”。民众想听的，通稿
不说，或者说得不解渴。这
种官方通稿内容和公众关

注点的“错位”，有时甚至
比事件本身还招致不满。

通稿失效的主要成因，
并非通稿形式，而是其背后
的“通稿思维”。这种思维不
是以公众利益为旨归，而是
选“我认为能说的”、“我认为
重要的”公开。

和公权力机构相关的
信息公开，都应做多维考
量，而不是单向思维。告别

“通稿思维”，告别自说自
话，养成与公众互动交流
的习惯，应是所有公权部
门都该去做的事情。(摘自

《新京报》，作者王华)

>>公民论坛

“公函求情”是权力滥用

科研经费流失的关键是把关不严
□罗瑞明

科研经费流失已不是新
闻。一位海归科研人员的妻子
透露，自己吃饭的发票也可以
给丈夫走科研项目报销：“这个
圈子里，一人搞科研，全家随便
吃。”(6月8日《半月谈》)

科研经费隐藏腐败黑

洞，审批者、监督者难辞其
咎。按说，审批者大都是此方
面的权威专家，对项目需要
多少资金应该有大致的了
解。如果他们严格把关、严格
验收，虚报科研经费的情况
出现的可能性并不大。

但现实中，评审权被滥用
的现象并不少见，正如有学者

披露的，“做好的研究不如
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
拉关系重要。说到底，这是
权力过于集中、不受制约惹
的祸。要防止科研经费随意
开支，必须实行科研经费财
权和审批权分离，引入公正、公
平、公开的评审机制，尤其要把
好立项关。

很多官商走到一块，也
不好掰开，对方会要死要活，
死活把你捆到监狱去。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
部教授张希贤接受采访时谈
到，“八项规定”之后，大多数
干部的态度开始转变。但是
有一些干部官商“兄弟情”太
深，利益勾得太紧，想退也退
不出来。

改革不论有多难，现在
都要跟腐败和社会的溃败赛
跑，要和社会主体人群的期
望值赛跑。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教授周其仁在一论坛中表示，
目前中国社会的情势是“摸着
石头过河”，改革无法拖延。如
果改革跑不赢社会的腐败和腐
烂，后者就占主导地位。

“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
贫”，我们都是中国人。

日前，美国双院士施一
公在《河南日报》发表文章

《我是河南人》为河南正名。
他认为河南人名声坏是毫
无道理的，“今后，您贬损河
南人之前，最好四下观望一
下，免得我在场让您下不了
台。”

>>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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