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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连休 5 天！心痒的你想去哪里？但

是，五天“同花顺”的代价也不小，前后两周都得

多工作一天，在很多网友看来，这等于毁了两个周

末才凑出五天，实在有一些“朝三暮四”的感觉。

“长假就一定要靠凑吗？”这个问题直击灵魂。

这还得回顾一下这段不算太远的历史——

1999 年国家公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当时规定：元旦放假１天；春节 3 天；劳动节 3 天；

国庆节 3 天，总共 10 天。

后来，民众强烈反映：法定假日应注重对传

统的传承，也是为解决原来五一节扎堆旅游的问

题 ，国家于 2007 年颁布新的放

假办法，其中减少了五一节的 2

天假期，增加了清明、端午、中

秋三个传统节日，这样就取消

了五一黄金周。

这么一来，五一本来是和

国庆双雄并立的“黄金周”，现

在就是一天假，和清明节、端午

节一个段位。五一假期能有多

长，完全依赖历法上五一是不

是靠近周末，以及能不能人为调休凑长周末。

比如，2019 年五一节的正日子就处在“前不

着村，后不着店”的星期三。当年两会上，有记

者在记者会的压哨时间里向李总理提出了五一还

放不放小长假的问题，李总理欣然表示：“我们

会让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

之后才有了当年凑出的五一小长假，可见五一小

长假的这种“靠天吃饭”还真是让人不省心。

也因为每年凑假日众口难调，前几年就有人

建议，中国的假日也应该像欧美的“公众假日”

那样通过立法固定。这看似快刀斩乱麻，立了法，

也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了，其实这是在瞎开方子。

外国真的不凑长周末吗？也凑，还是通过立

法凑的。

美国 1968 年通过《星期一假日法》，把华盛

顿诞生日（2 月 22 日）和纪念日（5 月 30 日）、

哥伦布发现美洲日（10 月 12 日）以及老兵日（11

月 11 日）四个节日，生生地全改为星期一，凑成

4 个长周末。咱们不可能学这种通过立法凑长周

末的做法，大家无法想象中秋节、清明节能通过

立法挪到星期一去过，嫦娥姐姐和老祖宗都不会

答应的。

所以说，中国的放假关键还是得落实带薪休

假，以及拿出更大勇气来推动增加法定假期。 

近年，又有人拿出统计数字说事，中国法定

假期长度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中国为 11 天，

而美国只有 10 天，德国 9 天，

英国 8 天……单纯从数字上比

较，还真是中国假期挺多，但是

这种比较忽视了很多现实：外

国带薪年假制度已经相当成熟，

很多联邦制国家，地方层面的

法定假期没有被统计在内，关

键的关键是，中国人劳动强度

比较高：5+2、白 + 黑，随叫随

到的网络工程师，半夜秒回的

淘宝客服……也正是因为中国人的这份勤劳，中

国才更有权利、更有底气要求更多法定假期，这

不是撒娇、养懒汉，这是应得的一张一弛的权利。

其实，近年来要求涨假期的呼声一直很高。

今年两会上，人大代表李小莉“建议春节假期延

长到 10 天”一度冲上热搜。

我觉得，今后改革中国法定假期制度，还得

关注到中国的特殊国情。

首先是中国幅员辽阔，人口流动范围极广，

放假、省亲的“路上时间”得要充分考虑。中国

不像欧洲国家那样一脚油门就能出国，不可能“当

天回老家”，假期安排尽量避免零碎。二是对中

国人的勤劳至“内卷”要充分认识，多增加几天

假期，不会让中国人变懒，反而会让中国人更有

旅游、消费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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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加几天法定假日如何？

　　这不是撒

娇、养懒汉，

这是应得的一

张一弛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