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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钱袋子”里的民生温暖直抵百姓

□南都

延长春节假期再次成为热门
议题。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讨论
该话题的视角又被拓宽：在防控流
行病传播的背景下结合传统与现
实因素适当延长春节假期。全国
人大代表潘向黎提出，在防疫管控
常态化的形势下，应该结合现实情
况、传统风俗、国民诉求和防疫需
要，将春节假期延长至15天。

具体而言，潘向黎代表认为，
如果春节仍然延续七天假期，则大
量人口集中出行难以避免，延长春
节假期，全体国民可以错峰出行；
其次，疫情给人带来生命和健康威
胁的同时，难免也带来各种不同程
度的心理创伤和心理压力，延长春
节假期也具有治愈作用。

该建议迅速引发舆论热议，一
跃登上作为舆情风向标的微博热

搜第一名。这背后的社会心理既
与专家研判新冠肺炎疫情很难在
短期内结束有关，也要看到，无论
是在何种视角下讨论延长假期，核
心落点永远都在“假”上。

近年来，不管是教育部对人大
代表提出的“落实大中小学春假、
秋假的建议”做出回复，抑或是“净
身出户，不带走一片云彩”放弃优
厚退休待遇辞职的中年教师，这些
事例每一次都能戳中公众的敏感
神经，成为一道特别的时代景观。
不同案例其实都指向现代人在快
节奏的社会生活中内心共同的某
种向往。这种向往十分多元，或是
希望多与家人待在一起，或是希望
求得内心的宁静，或是希望寻求诗
和远方，或者只是纯粹想多在床上
躺一躺，这些各不相同的向往用两
个字简要概括就是“放假”。作为
既能满足“向往”的需求，又具有文

化意涵的特殊时节，延长春节假期
尤其有着深厚的现实需求。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现代经济
社会的法定节假日总量需要保持
相对恒定，以此维持社会正常运
转。公众“不调休”“多放假”的愿
望可以理解，但细细思考，法定节
假日全国各部门各企业各单位都
休假，社会运转链条并不完整。若
不调休单纯延长假期至 15 天，在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经济发展
和社会生活可能都会受到极大影
响，到那时假期可能会成为某些群
体的焦虑之源，失去本身的调适作
用。因此，在社会发展需要和公众
个体需求之间找到平衡，不只是一
个现阶段“是否延长假期”的理念
性问题，也应该是一个“怎样科学
延长假期”的技术性问题。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
朱鼎健也开始从技术学的角度考

虑实操问题。他认为，可以实行
“总量控制，弹性选择”的方式。国
家仅规定除夕、正月初一、初二全
国统一春节假，其他全部由各省市
和企业自行安排，甚至允许调整假
期的日期组合。例如，各省市和企
业可以选择组合前 4 天或后 4 天；
还可以选择除夕前10天和后10天
区间内，再增加前后双休日的调
休，以及企业根据各自实际经营情
况，适度安排员工年休假等。

这项技术学虽然简单地看是
排列组合问题，其中却交织着经济
文化和个体心理等多重因素，但即
便如此也有必要求一个答案。从
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综合考量人
的情感、意志、选择也是社会发展
的必然要求。正如近来人们经常
提到的那样：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归根到底也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张贵峰

“一到假期景区人满为患，高
速路变停车场，旅游酒店一床难
求，交通安全事故频发，旅游时间
成本增加，也影响了出行满意
度。我建议进一步扩大高速通行
免费政策的受惠面，给予 7 座及
7 座以下（含 7 座）的小型客车每
年一定额度的高速公路免费通
行（例如 3000 公里）待遇，不再
仅限于国家法定节假日期间，实
行错峰免费。”全国人大代表、国
家能源集团公司党组巡视组组长
邵俊杰向本次全国人大会议提交
上述建议。

对于邵俊杰代表提出的有关
调整高速公路免费政策的建议，
许多网友都表示支持。站在广
大私家车用户和消费者的角度
看，这一建议不仅有利于扩大高
速通行免费政策的受惠面，实现
错峰免费，也增加了车主在享受
高速公路免费待遇上的相应选
择权。

如果给予7座及7座以下（含
7 座）的小型客车每年一定额度
的高速公路免费通行待遇，就意
味着车主可以灵活主动地安排免
费行程，而不必非得在法定节假
日期间集中扎堆出行。这种高速
公路免费通行额度政策与带薪年
休假制度，实际上遵循的是同样
的逻辑——都是通过赋予更具灵
活选择性的错峰福利待遇，来化
解和避免过度集中、扎堆出行等
问题。

实际上，除了扩大高速通行
免费政策的受惠面和错峰免费
外，给予 7 座及 7 座以下（含 7
座）的小型客车每年一定额度的
高速公路免费通行待遇，这一做
法的实惠性也是非常明显的。
比如，按一般小客车高速公路平
均每公里 0.4 元的收费标准，如
果达到每年3000公里，每辆小客
车每年的实际免费额度将超过
1000 元。据公安部数据显示，截
至2019年年底，我国小型载客汽
车保有量达 2.2 亿辆，其中私家
车保有量达 2.07 亿辆，这就意味
着，如果按 2 亿辆私家车计算，
每年3000公里的免费额度，将给
全国车主带来 2000 亿元以上的
实惠。

当然，考虑到高速公路经营
者的收费利益，尤其是近年来我
国收费公路一直存在明显收支缺
口和亏损的现实，高速公路的具
体免费通行额度应如何更科学合
理、公平地测算，还需进一步细化
精准设计。无论如何设计，关键
就在于如何在车主、高速公路经营
者、政府三者之间更公平合理分配
相关利益和责任。具体而言，就是
要解决好一个现实问题——给予
车主的免费通行额度及由此产生
的成本，最终如何在高速公路经
营者和政府之间公平合理地分
担——哪些应由经营者承担，哪
些由政府通过税费减免、财政补
贴等方式承担。

要更全面有效扩大高速通
行免费政策的受惠面，除了免费
通行额度的细化设计，在受惠主
体上还可以考虑更多可能性。
除 了“7 座 及 7 座 以 下 小 型 客
车”，可考虑将免费车辆的范围
扩大到大货车、大客车等其他车
辆，助力消费增长和经济社会运
行秩序恢复。

高速公路免费
政策需进一步
细化设计

6月1日起将施行的《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明确规定，要推广分餐制，使用公勺公筷。在国内疫情防控常态化机制下，北京
餐饮业掀起“改旧习”“倡新规”分餐风潮，得到消费者积极响应。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积极响应

“延长春节假期”上热搜
生活与工作的平衡点到底在哪里

□王亚宏 郑钧天

今年全国财政一边坚决压减
一般性支出，一边切实保障基本民
生支出只增不减。“一减一增”充分
体现在今年预算草案中，反映出党
中央坚决兜住民生底线、托住发展
基本盘的决心和信心，让国家“钱
袋子”里的民生温暖抵达每个百姓
的用心。

民生稳，人心就稳，社会就
稳。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今年
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就是保
就业稳民生，确保扶贫、义务教育、

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城乡低保等
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减，切实保障
重点领域支出。这既是从稳定社
会大局考虑，也是稳住经济社会发
展的根基。

兜牢民生底线，真金白银的保
障要到位：在今年总计 247850 亿
元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大盘
子中，最大的蛋糕分给了教育，支
出占比达到 14.8%，其次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占比达到 13%。城乡
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增长 8.3%，按
5%幅度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

高至 550 元……这些实打实的安
排要落实落细。

兜牢民生底线，要算好国家账
本里的“加减法”。今年财政收支
矛盾进一步加剧，对怎么“花好钱”
就有提质增效的新要求。要坚持
量入为出、有保有压，该保障的民
生支出必须到位，该压减的开支绝
不松手。

要对趴在账上沉睡的资金
应收尽收、重新安排。对一般性
支出压减，要加强管理、严肃纪
律，决不允许宝贵的资金变成新
盖的楼堂馆所，不让铺张浪费侵

蚀重要支出。
今 年 强 调 政 府 要 过“ 紧 日

子”，比往年更具现实意义。中央
政府带头，上下联动、齐心协力才
有成效。地方政府同样也要精打
细算，继续压减“三公”经费，严控
会议差旅、咨询培训、论坛展览等
经费。

节俭持国，节用裕民。越是面
对困难，越要发扬艰苦奋斗、勤俭
节约的传统美德。政府的日子紧
一些，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
紧要处，百姓的日子就一定会越过
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