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媛媛

2015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
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首次
提出鼓励“周五下午与周末”2.5天休假。近一
年来，已有河北、江西、重庆、甘肃、辽宁、安徽、
陕西、福建、浙江和广东等10个省份正式出台
意见，明确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实行
新的休假模式。（《经济日报》）

从山西晋中、江西吉安率先实行“2.5天
休假”，到如今鼓励政策在多省份“遍地开
花”。有网友惊呼“说走就走的旅行”不再是
梦，也有网友吐槽“2.5天休假”不过是机关
事业单位的专享“福利”，还有网友抱怨双休
还没有落实，谈何“2.5天”。

网友吐槽的“2.5天休假”会成为机关政

府和事业单位的“小众福利”，这种说法不无
道理。因为企业是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工
作时间减少，工作量也必然减少，“2.5 天休
假”对于企业是一种损失，因此对于政府出
台的这项意见，没有法规去规范，多数企业
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该项政
策虽然强调的是鼓励所有有条件的企事业单
位实行，但落实下去，虽“无心插柳”让其
成为政府部门的“小众福利”，但也似乎必然
会“柳成荫”了。

相关部门解释说，“2.5天休假”只是鼓励
政策，不能一刀切和强制执行。笔者认为，
这句话可以解释为“2.5天”休假是为了催热
短途游、刺激消费，至于是公务员休还是企
业职工休并不是主要问题，这样的话不免让
许多企业职工失望，给人留下“2.5 天小长
假”是公务员的“小众福利”的印象。

笔者认为，休也好、不休也好，中央的政策
到了地方一定要结合当地实情进行细化，制定
符合当地实际的实行细则。比如“2.5小长假”
的政策，地方部门应该以听证会、座谈会、走访
调查等形式进行充分论证，去论证适不适合施
行，怎么实施，是否要分批分层实施，休假中的
工资怎样界定，怎样实施保证不耽误原有工
作，在企业中如何保证落实等，不可不负责任、
不假思索地照搬上级文件，使政策的实施遭遇
不必要的非议。

一项好的政策颁布得好不如实施得好。
“2.5天工作日”确实能够刺激旅游消费、调解
旅游市场供需不平衡不假，但其最终目的应
该是提升公民的生活品质和工作幸福感，只
有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通过充分论证，并
有后续制度和法规保证其实施，才能真正

“好心办好事”。

事件回放

议论纷纷

日前，在福州的一辆公交车上，一位
老人因他身边的学生没给自己让座，就对
这位女生破口大骂，态度极其恶劣。女生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回应道：来月经要写
脸上吗？（《新闻晨报》）

让座风波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老年人与年轻人应该互敬互让，
互相体谅。

——乔杉
当我们与他人产生权利冲突时，应

学会用文明话语表达，毕竟公共场所的
公序良俗是公共秩序的基础，一个人以
歇斯底里的态度表达诉求固然有感官上
的快意，但说到底仍是各说各话，不可
能形成共识，反而失落了自身的尊严。

——杨兴东
对于不让座行为，不分青红皂白，

上来就是一顿大骂，这样不仅没有效
果，也会激发人们的逆反心理。

——杨朝清
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抱怨;多

一些宽容，少一些计较;多一些尊重，少
一些懈怠，用友善的心真诚对待对方，
这样才能够良好的发扬中国的传统美德。

——王安

谁让“山寨社团”成了打不死的小强

□张 丽

最近，民政部公布了第七批“山寨社
团”“离岸社团”名单，涉及137家社团。截
至目前，民政部已先后公布667家“山寨社
团”。据中央电视台报道，对这些曝光的“山
寨社团”，民政部已进行监控，并对继续开展
活动的“山寨社团”进行处罚。然而，从今
年3月份民政部公布首批“山寨社团”至今，
已曝光的667家“山寨社团”中仅有三家注

销，仍有 644 个“山寨社团”继续存在。
（《北京晚报》）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前不久曝光的“山寨大
学”。同样，每年各种名头响亮或者与真正一
类院校的名字似是而非的“山寨大学”层出不
穷，曝光一批之后，“换个马甲”来年再战。这
种情况甚至倒逼着一些正规院校纷纷筹谋改
名，一个比一个“高大上”。最后，因为变脸次
数太多，正规院校和“山寨大学”搅和在一起，
更是让人傻傻分不清，便宜的还是那些居心叵
测、浑水摸鱼之辈。

对这样的“杂草”，仅仅曝光还是不够的。
就目前的情形而言，更值得忧虑的是，曝光之
后“山寨”们的丝毫不收敛，会极大地反作用于
管理机构，使其公信力下降、权威受损。所以，
斩草必须除根，除了联合有关机构对这些“山
寨”们进行彻底清理之外，恐怕还应该着手整
理出一系列的“白名单”，而且还要让“白名单”
深入基层为方方面面知晓。此举虽然看上去
是个笨方法，但却可以让人民群众和有关单位
明确了解到底哪些荣誉是哪些机构有权授予，
分别代表着怎样的分量，有效期是多长……这
样做到心中有数之后，就可以及时戳穿骗子的
画皮，或防患于未然，或补牢于亡羊之后，至不
济也可以将骗子绳之以法，以儆效尤。

更进一步说，有关单位应该从根本上严肃
查处花钱买脸，尤其是花公款买头衔、买荣誉
的不良行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同理，杜
绝“山寨社团”产生的土壤，就得从头开始，摒
弃浮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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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天休假模式还需因地制宜

推倒“小区围墙”
宽带才能更宽

（请本版作者速与本报联系，以奉稿
酬）

环保不能只是做样子

□陈 娟

每年有关低碳环保类的宣传日、活动周
不少，每当此时，各地都要搞花样繁多的仪
式活动。但有个别活动，主办者摆个摊、发
几份材料了事，满足于搞形式走过场，往往
与低碳环保的初衷背道而驰。

环保活动日，是公众参与环保的一种途径，
其初衷是为了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除了搭台
子、发材料，低碳日的形式和内容都可以搞得更
丰富，比如，衣食住行如何做到低碳；怎样才能做
到既环保又省钱；从全生产链的角度看，一次性
塑料袋与可反复使用的布袋子，究竟哪种更低
碳环保……如果能把这些用浅显的语言和简单
的互动交流说明白，低碳日宣传活动就能入脑
入心，让公众受益。如果是为了应付搞形式，就
可能事与愿违，甚至让公众反感。

传播学和接受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公众

参与环保，一般来说会经历知晓、理解、接
受和行动四个阶段。要让公众从“知其然”
到“知其所以然”，再到采取实际行动直至成
为一种生活方式，科学有效的宣传引导、良
好的基础设施保障都不可或缺。

因此，把低碳环保与普通人生活的关系
讲明白、说清楚，让大家知晓参与的实际意
义和效果，会比看展板、参与花哨的庆典更
有意义。从根本上看，只有切实创造便利参
与的环境、完善相关的基础设施，让公众能
非常便捷地体会到低碳生活方式带来的实实
在在好处，低碳日宣教活动才容易让公众

“知行合一”，才有好效果。
遗憾的是，主办者只重形式不求更好效

果的现象并不少见。比如，植树节种树，有
人往往一种了之，不管树苗今后的死活；一
些地方搞无车日活动，组织措施不完善，反
而添堵，怨声载道。

□邓晶龙

为了治理这种小区宽带垄断现象，北
京市住建委、市通信管理局、市经信委三
部门近日联手出台通知，明确要求小区物
业至少需平等接入3家以上宽带运营企
业。（新华网）

想用心仪的宽带服务，小区提供的却
只有指定宽带运营商，这种垄断现象由来
已久，在不少地方都曾出现。究其原因，
有的是小区开发建设时，开发商与一家宽
带运营商签订协议，将通信管道的配套建
设费用“转嫁”给后者，出钱出力的运营商
获得的回报，就是小区入住后的独家宽带
运营权，其他运营商根本别想进来。有的
则是小区物业将宽带经营权承包出去，哪
家宽带运营商想进去，就得交纳高额入场
费。有的开发商或物业，甚至还要求和宽
带运营商分享收益。

本来是百花齐放的充分市场竞争，变
成一家独大的垄断行为，消费者能享受的
宽带服务价格和质量可想而知。而获得
独家经营权的宽带运营商，暴利显然是意
料之中。

小区宽带垄断现象横行多年清理不
绝，一方面是因为利益链条的牵扯，让开
发商、物业不愿放开小区宽带市场，另一
方面，则是监管空白和执法不严，让不少
业主投诉无门。作为社区管理的新生事
物，类似小区宽带经营权垄断现象，属于
通信、住建、房管、工信、工商等诸多部门
交叉管理，没有规章制度明确职责，导致
看上去哪个都能管，可实际上消费者一投
诉，哪个部门都说没有执法权，消费者绕
了一圈，最后往往求助无门。

对于小区宽带垄断现象，各地也曾有
过治理的努力，但往往由于执法不严，流
于形式，导致类似现象多年禁而不止。因
此，北京市出台的这一新规，能否在执法
环节落实到位，从而终结这种垄断现象，
值得期待。

小区宽带垄断，貌似对市场经济秩序
危害不大，可实际上已成为电信行业提速
降费道路上的“拦路虎”。宽带入户是居
民使用网络的“最后一公里”,但由于利益
纷争，这一公里走得并不平坦。电信经营
事关公共利益，让业主拥有充分的选择
权，拒绝垄断，是基本的原则，监管该出手
时必须得出手。

近日，哈尔滨遭受特大暴雨及冰雹
袭击。该市建国公园门口的井盖被冲
开，一名中年女子站在没膝深的水中，
守护着井盖。由于水中有大量冰雹，温
度接近0℃，该女子不顾冰冷，提醒过往
行人和车辆绕行。（《法制晚报》）

点评：守在雨中，暖在心中。

6月14日，在甘肃省平凉市工业园
区的街道上，一辆绿色皮卡车拉着由9把
扫帚组成的“旋转大扫帚”吸引了过往
市民的注意，只见绿色皮卡所到之处，
“旋转大扫帚”就紧随其后清扫一路，瞬
间将垃圾扫到路边。（新华网）

点评：路面是干净了，绿化带却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