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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诸多质疑，休假改革的方案还是如期原样通过。日前，

国家发改委负责人在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也承认，目前通过

的方案，并不是一个得到所有人一致支持的方案，因为“在

现实生活中，凡是涉及所有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政策，大都

不可能做到让大家意见完全一致，因为不同的社会成员都有

着自身的利益角度”。 虽然休假改革方案讨论过程中，获取

公众意见的程序设计受到部分舆论的质疑，但承认不同群体

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以得到多数人支持为决策依据的思路，

还是值得鼓励。尤其是当初决策部门拿出一个自认为“顺应

民意”的方案征求意见，却还是被民意所批评、质疑的经验

，会提醒决策部门今后必须以更真诚的态度和更真实的程序

，实现真正的民主决策。 而当下的现实问题是，休假改革方

案已经通过，面对既成事实，公民该如何重新安排、调整自

己的休假生活，政府该如何以细致有效的政策安排，落实新

方案许诺给公民的实惠，并尽量弥补可能给部分公民带来的

损失，以期逐步打消公众对新方案的疑虑，而不是让公众的

疑虑变为不幸的事实。任何政策的调整，确实不可能做到让

所有人满意，却也必须尽量让更多的人满意，这也是民主决

策最基本的原则。 而就目前情况而言，决定新的休假方案能

否得到公众普遍支持的成败关键，不在于休假方案本身，而

在于与其配套而行的带薪年假制度的落实。 回顾围绕新休假

方案而出现的争论，公众的疑虑和不满，主要针对“取消五



一黄金周”而发。原有的每年三个黄金周中最适合旅游的五

一黄金周被取消，确实可能给部分公众的旅游安排带来困难

，明年春节旅游预订的超常火爆，也间接证明新休假方案对

公众原有旅游习惯的冲击。 而能够弥补这一冲击的最佳方案

，当然就是对带薪年假的活用。本报11月10日曾发表社评《

中国人应该有自主安排假期的权利和意识》，提出公众应该

建立带薪年假意识，并将其纳入对新休假方案的综合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休假方案提交公众讨论的整个过程中，

带薪年假方案始终作为配套方案同步提交公众讨论，最终这

两个方案也是同时定案公布。可见政府也是将带薪年假制度

作为配套甚至前提，而与新休假方案并案考虑。从理论上说

，只要带薪年假制度能够得到切实落实，公众对取消五一黄

金周便不会再存疑虑，对新休假方案的评价也必然趋于正面

。 问题恰恰在于，从公众对取消五一黄金周的强烈反应来看

，大多数普通职工对于依法获得带薪年假，完全没有信心。 

据悉，随着休假制度定案公布，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就明年的

休假安排做出部署，要求本地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必须

安排职工的带薪年假。这里所称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显

然仅指政府可以直接控制的包括国企在内的单位，而公众对

政府在这些部门落实带薪年假的能力从来都不怀疑。问题在

于，那些在私企、合资企业或建筑工程队等临时用工单位工

作的劳动者，能否得到带薪年假制度的惠及。而这些普通劳

动者，才是劳动者中的绝大多数，也是最需要得到休假权保

障的群体。 作为媒体，对于政府如何落实带薪年假制度、保

障绝大多数公民的休息权，我们也无法给出有效的建议。但

可以肯定的是，既然《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已经作为行政



法规正式公布实施，则其全面有效地落实，既是国家意志的

体现，也是对公民休息权必须给予的保障。而如果这一制度

因落实不力而落空，部分公众确实因休假制度的改革而“损

失”了一个黄金周，则此次休假制度的改革也就很难得到公

众的好评，公众对“好政策”的信心也会再次受到挫折。我

们身边无法落实的好法律、好政策已经不少，但愿新休假制

度不是一个新的例证。(张天蔚)带薪年假实施解读:借用双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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