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点关注

A!!"!"年 #月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姜 燕

视觉设计：董春洁

#$%&'()%&'(*)(*++,-%+,.

!/小时读者热线：01!!22焦点

有望加快落实
昨天上午，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网

站“中国政府网”在其首页公布了《纲
要》全文，这意味着历时 !年，几经易
稿的《纲要》终于颁布实施了。
《纲要》中提出，“到 "#"#年，职工

带薪年休假制度基本得到落实”。此
外，《纲要》还要求，“完善针对民办非
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
位的职工的休假保障措施。加强带薪
年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强职
工休息权益方面的法律援助。”
这是政府部门首次明确提出落实

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的时间表，《纲
要》刚一发布，这一规定便成了人们关
注的焦点。
相关专家表示，这意味着公众每

年可能将会增加 $至 "个类似于黄金
周的度假时段。根据以往数据，每个黄
金周能带来约 $亿人次的出游消费，
实现旅游收入 %&&亿元以上。以此类
推，落实带薪年休假所带动的消费量
将相当可观。
在《纲要》颁布前，国家旅游局局

长邵琪伟曾表示，今年将把贯彻落
实《纲要》作为扩大旅游消费的重要
工作抓手，抓住契机推动带薪年休
假制度落实。推动有条件的地方制
定鼓励居民旅游休闲消费的政策措
施，积极推进和引导旅游休闲基础
设施建设。
而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

进度，预计今年《旅游法》有望审议通
过，这将从根本上为带薪年休假提供
又一个法律保障。

法律早有规定
事实上，关于带薪年休假制度，我

国的法律早就有了规定。$''(年颁布
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
定：“国家实行带薪年休假制度。劳动
者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
休假。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但是，
在实际生活中，带薪年休假却始终没
有得到大多数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本身
的充分认识和支持。
按照 "&&)年 $月 $日生效的《职

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我国职工每年可
享受最长 $%天的带薪年休假。但全国
总工会去年 *月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
显示，"#++年，在城镇职工中，(,-).
的人按规定享受了带薪年休假；)-".
的人享受了带薪年休假，但没有达到
规定天数；((.的人没有享受带薪年
休假；在农民工中，($-".的人按规定
享受了带薪年休假；)-'.的人享受了
带薪年休假，但没有达到规定天数，
('-'.的人没有享受带薪年休假。
有近一半的劳动者并未享受到带

薪年休假，这个数字让人实在高兴不
起来。
过去的这个春节黄金周，据全国

假日办发布的旅游信息通报显示，内
地 !'个重点旅游城市接待游客 ,*&&

万人次，同比增长 $%.。旅行社组织
内地赴境外游客超出 (&&万人次，同
比上涨 $(.。
“目前在我国带薪年休假制度并

不完善，不少公司只有中高层领导才
能享受这个福利，而一般员工则只能选
择在小长假或者黄金周出行。”中央民
族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李燕琴表示。

拖延事出有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带

薪年休假制度没有落实呢？
“目前法院在处理劳动争议案件

中确实遇到过有关带薪年休假的案
件，但不是很多。”江苏省无锡市中级
法院法官顾妍告诉记者，“因为大多数
劳动者都不会选择在在职期间单就带
薪年休假产生的争议诉至法院，往往
都是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后，就劳
动报酬、经济补偿金、社会保险损失等
与未休假工资一并提起诉讼。”
顾妍介绍，根据国务院《职工带薪

年休假条例》第 ,条的规定，此类诉请
属于劳动行政部门依法行使职权的范
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
件的范畴，故法院会依法予以驳回，并
告知劳动者向劳动行政部门即劳动监
察部门投诉。
“据劳动监察部门反馈的情况来

看，一般此类投诉案件都是以用人单
位补发年休假工资而与劳动者和解
的，真正立案的并不多。”顾妍接着说，
“因此，劳动者在‘就业权’和‘休息权’
之间还是选择了前者，除非双方终止
劳动关系，否则轻易不会就带薪年休
假进行投诉或诉讼。”
此外，维权成本较高、监察督查力

度不够，也是原因之一。“根据全国总
工会的相关调查，相当一部分私营企
业没有建立基层工会组织，以致当职

工休假权利受到侵害时，没有工会组
织可以帮助他们申诉。”中华全国总
工会保障工作部副部长陈杰平告诉
记者。
“许多用人单位存在认识误区，认

为休假影响效益。”浙江国圣律师事务
所律师程学林说，“如果企业管理者主
动建议和保障员工休带薪假，更能增
加员工对企业的认同、归属感和企业
的凝聚力，工作效率也会得到提高。”
“在我们的传统中，还有‘休闲就

是游手好闲’之类的错误观念。”北京
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中
国旅游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厉新建说，
“休闲像教育、健康等一样，对生活质
量的提升至关重要，而且休闲也是提
升整个社会生产力、激发社会创造力
的重要途径。在一些国家，闲暇被认为
是文化的基础。”

落实需要过程
《纲要》虽然明确了基本落实带

薪年休假制度的时间，但还要有 ,年
才能“基本落实”，这在不少人看来，
有点长。

新华社记者便提出了质疑：“《职
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早在 "&&)年 $月

$日就开始施行，为啥还要等 ,年，而
且是‘基本得到落实’？到底谁不愿落
实？若不是为了推进旅游拉动消费，这
项劳动者基本权利是不是还要让它停
留在纸上？”
“带薪年休假制度不是短期内能

够全面落实的，需要一个过程。”中国
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研究员、中
国旅游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魏小
安说。
“美国在上世纪 !&年代提出带薪

年休假制度，而到了上世纪 ,&年代
才得以全面落实。”魏小安举例说，
“考虑到我国工业化发展情况，全面
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可能还需要相
当一段时间。”
《纲要》的颁布，是落实带薪年休

假制度的积极信号，“我对此表示乐
观，社会的进步，都是一点点积累起来
的，带薪年休假制度自然会是水到渠
成的一个过程。”
“曾经有国内研究团队提出在国

家层面建立国民生活指导委员会，以
全面推动国民休闲观念的普及和休
闲质量的提升。”厉新建说，“我认为
这是推动带薪年休假制度完善的理
想切入点。”

! ! ! !今天是中小学开
学第一天，“放假”的
话题却在校园内外引
起了热议。昨天公布
的《纲要》特别提出，
“地方政府可以探索
安排中小学放春假或
秋假”。如此倡导性的
设计，可行性有多少，
又会对原有的教育秩
序带来什么影响？

其实，给学生放
春假和秋假，在国内
许多地方早有探索的
先例。其中特别出名
的是杭州市教育局
"&&( 年 ! 月出台的
《杭州市教育局关于
调整中小学假期和作
息时间的意见》。在每
学年总教学时间不变
的前提下，杭州市将
传统的一学年两学期
两假期改为一学年两
学期四假期，实行春
假、暑假、秋假和寒
假，春假时间一般安
排在 (月末到 %月初，秋假安
排在 $&月末到 $$月初，时间
基本上为 $周左右。初三、高三
学生的春假安排在升学考试后
补给。多年来，杭州实施的春秋
假，不仅让学生在全年中最宜
人的时节走向大自然，还为他
们腾出了更多的社会实践时
间。在上海大学，由老校长钱伟
长先生倡导的三学期制，打破
了原来国内高校只有春秋两学
期制的传统，目的是提高学生
的学习效率。同样，国内的中山
大学、海南大学等高校，也实行
了三学期制。

然而，无论是探索春秋假
的中小学或是实行了三学期制
的高校，也会遭遇一些掣肘。沪
上一位小学校长向记者分析说，
既然要成为“假期”，就不能是两
三天，而应该至少要有一周。以
春季学期为例，一般 "月中旬才
开学，!月还比较寒冷，而 (月
有清明节的 !天法定假日，%月
会有劳动节的小长假，有时还会
遇上端午节休假，如果要在这当
中再插上 $周的春假，会使得整
个学期被过多的假期冲得支离
破碎，也不利于学生安心读书。
而在一些实行多学期制的高校
里，有学生反映，由于放春秋假
时不是法定假期，按铁道部的规
定，非寒暑假，想回家也不能购
买学生半价票。
华东师范大学旅游学系主

任楼嘉军教授说，我国目前整
个教育体系的运转，都是按照
一学年春秋两个学期安排的，
从中考、高考到研究生招生
的安排，都是在两个学期之
间进行的。特别是高校里普
遍实行的学分制，也是按两
个学期设计的。不是说两学
期制不能一成不变，只是会
牵涉到许多工作的调整，甚
至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在
改革学生假期时必须首先面
对和解决好的问题。

本报记者 王蔚

带薪年休假7年落实是否太久？
昨公布的《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引发广泛关注

本报记者 吕剑波

昨天上午，备受期待的《国民旅游
休闲纲要（2013-2020年）》（以下简称
!纲要"）公布（相关报道见昨日本报
!"#版）。《纲要》中提出，“到2020年，
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基本得到落实”。

《纲要》一公布，便引来议论纷
纷———早在2008年1月 1日，《职工

带薪年休假条例》便已施行，这一制度
“基本落实”则要等到2020年，间隔时
间是否过长？

专家指出，造成带薪年休假制度不
能落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全面落实该
制度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推动国
民休闲观念的普及，或许是理想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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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薪年休假让人们可以自主安排休闲时间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