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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五一”假期即将
到来。根据安排，今年“五一”假
期延续去年的“5 天假日”模式，于
5 月 1 日至 5 日放假调休。

如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
多样化的假期需求？如何保障大家
过好就地过年后的这个“五一”假
期？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五一”休 5天，怎么来的？
按照《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

办法》，我国“五一”劳动节放假1天，
即 5 月 1 日当天放假。今年在保持
法定节假日天数总数不变的前提下，
通过前挪后移形成“6 天工作日 +5
天假期 +3 天工作日 +1 天假期 +5 天
正常工作日”。

对于这一调休安排，有网友表
示 ,“靠调休‘凑’出长假，让人累
觉不爱”；但也有网友说，“春节
就地过年没回家，5 天假期正好回家
看看”“‘五一’假期天气好，可
以安排一次不错的旅游了”。

今年春节期间，因疫情防控需
要，全国多地倡议就地过年，很多
群众响应号召没有回乡探亲和外出
旅游。据监测，在就业地过年的外
出农民工就有 8700 多万人，比上年
增加近 4000 万人。

“目前疫情形势总体稳定，
‘五一’调休 5 天，更好满足了就地
过年之后、春暖花开之际广大群众
的出行要求，为人们探亲、旅游提
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宏观经济研
究院社会所社会事业室主任邢伟说。

实际上，今年并不是第一个加
长版“五一”假期。2019 年“五一”
劳动节调休为 5 月 1 日至 4 日，2020
年“五一”劳动节调休为 5 月 1 日
至 5 日。

自 2008 年开始取消“五一”长
假以来，恢复“五一”长假的呼声
一直存在。邢伟说，我国仍处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发展中国家，

虽然靠假日消费有助于拉动经济增
长，但稳定有序的企业生产和社会
发展同样非常重要。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还需
要广大人民群众的辛勤工作和努力
奋斗。因此近年均未考虑增加法定
节假日天数。综合考虑群众呼声以
及疫情防控和保障生产等客观需要，
通过调休在“五一”形成 5 天假期，
是适应当前需要的一种较优方案。

带薪年休假，还远吗？
节假日安排关乎社会生产和国

民生活。专家指出，近期关于“五一”
假期调休的讨论，本质上是对更加
优化的节假日制度安排的呼吁，其
中一个关键点，就是带薪年休假的
落实问题。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
心主任、研究员宋瑞介绍，《全国
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先后经历
三次修改，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
制度安排。目前，我国共有 11 天法
定节假日，通过合理调休，大体形
成了“2+1+4”的格局，即春节、国
庆两个 7 天“大长假”，“五一”4
至 5 天的“中长假”，元旦、清明、
端午、中秋等四个 3 天“小长假”。
同时，职工也可根据国家法规规定，
按照累计工作时长，享受最少 5 天、
最多 15 天的带薪假期。带薪年休假
制度的有效实施，是全国统一假日
安排的重要补充。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讲师唐丽娜说，当前世界各国休假
制度主要由公休日、法定节假日和
带薪休假组成。对全球 217 个国家和
地区的统计发现，法定节假日天数
为 10 至 13 天的占一半。作为发展中
国家，我国法定节假日天数为 11 天，
处于国际平均水平。

同时也应看到，随着生活水平的
提高，人民群众的休闲需求更加旺
盛和多元，越来越希望能够更加灵

活地安排假日。宋瑞认为，与集中
放假相比，带薪年休假有利于实现
分散放假，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集
中出游带来的各种环境压力、接待
压力，改善游客体验，提升休闲品
质。但要全面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
还需从制度安排、实施措施等方面
下更大功夫。

“引导各行业、各部门兼顾法
律约束与经济激励，探索实行带薪
年休假制度的具体方式，推动各类
企业与职工充分协商，细化带薪年
休假安排办法，更好满足职工弹性
作息需要。同时，也可考虑错开寒

暑假时段，大力推动大中小学实施
春假、秋假等。”她建议。

这个“五一”假期，如何保障
愉快出行？

劳动节适逢春夏相交、气候宜
人，很多民众都希望在春暖花开的
时候外出旅游、探亲、休闲。2020
年“五一”假期，在疫情防控形势
较紧的情境下，全国共计接待国内
游客 1.15 亿人次。

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唐晓云
认为，受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和新冠
肺炎疫苗接种逐渐普及、部分地区
建立免疫屏障等有利因素支撑，今
年“五一”假期居民出游意愿和旅
游消费信心明显增强，市场景气预
期显著提升，因疫情抑制的出游需
求将在就地过年后集中释放。根据
中国旅游研究院的预测，今年“五一”
假期国内旅游出游有望达到 2.2 亿人
次，按可比口径甚至超过疫前同期
水平。

“就地过年”后的这个“五一”
假期，如何做好各方面保障，让人
民群众愉快、放心、安全出行？

唐晓云建议，安全防范不能放
松，要毫不放松抓好假期疫情防控，
做好疫情防控和景区疏导预案，落
实常态化防控措施，积极推行景区
限流、预约、错峰等方式；积极做
好市场引导，鼓励人们错峰出行，
加快推进全国健康码互认，优化服
务供给；强化市场秩序维护，加强
线上线下旅行服务企业监管，畅通
游客投诉渠道，切实维护游客权益；
积极宣传文明旅游，培育绿色出行、
绿色消费观念，杜绝不文明现象，
营造良好旅游氛围。

据了解，交通运输、旅游接待、
市场供应等有关部门将及时做好相
关工作，认真落实重大节假日免收
小型客车通行费政策，完善旅游服
务设施，加强市场供应保障，为广
大居民在劳动节假期出行出游创造
良好环境。

“五一”假期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游客在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游览 （新华社发 张晓亮摄）

兰州水墨丹霞景区即将向游客正式开放（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发 陈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