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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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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声音改变的命运》
（校对：范锦春 编辑：
倪华初）一文，第 1栏第
2 段倒数第 2 行中“低
靡”应为“低迷”。

■ 社论

“错峰出游”才能根治长假拥堵
带薪休假“落地”，普通劳动者才有选择旅游时段的余地，这是减少“黄金周副作用”的最佳选项。

双节长假的拥堵真是
够让人闹心的：景点人满为
患，道路、交通不堪重负，由
此产生的环境卫生问题、文
物保护问题、景区服务质量
问题、治安问题、物价哄抬
问题，等等等等，更让原本
该是良辰美景、赏心悦目的
假日旅行，变成某种程度的
自讨苦吃和活受罪。

许多论者都正确地指
出，中国人口众多，大量游
客集中在黄金周出门旅行，
交通和旅游资源不堪重负，
是导致黄金周拥堵的根本
原因。

许多人也意识到，由于

供需缺口实在太大，单纯依
靠增加交通、旅游、商业和
服务资源的投放量，来解决
黄金周拥堵问题，在条件上
是不现实的，且上述资源在
黄金周中的流量，是平时流
量的数十倍、上百倍，甚至
更多，一味增加资源投放量
以满足黄金周的需求，对于
平常时间而言，实在是一种
资源的浪费。

正因如此，大家都意识
到“错峰出游”的重要性。
事实上，大多数在黄金周拖
家带口去景点添堵，去公
路、铁路和航班上“添挤”
者，并非享受这种“拥挤的

感觉”，而是无从选择，不得
已而为之。

实现“错峰出游”，惟有
靠带薪休假制度。不过，虽
然带薪休假已成为法定权
利，但是执行情况却很不乐
观，由于缺少强制性，违法
成本低，许多用工单位常
常通过各种理由、名目，变
相侵削员工的带薪假，这
无形中让黄金周成为更多
劳动者的“旅游独木桥”，人
为给黄金周出游“添堵”。

国外有研究表明，如以
GDP除以工作时间衡量，一
些带薪休假较多的国家生
产效率其实相当高，如德国

带薪假期是美国的一倍，生
产效率却仅比美国低约2%。
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劳动
者的平均年带薪假期是比较
少的，许多企业根本没有，有
的一般只在10天以内，比公
认带薪假期较短的美国（平
均每年14天）还要短得多。

研究表明，过长的工作
和过短的假期，并不能创造
更多生产成果，更抑制了商
业、旅游和消费需求，是“公
私两不便”的短视行为。在
保留黄金周休假的前提下，
强力推行带薪休假制度，让
更多劳动者切实享有一定
时长、可灵活选择时间的带

薪假，可让更多有意旅游的
劳动者得以选择在非黄金
周时间出行，避免和返乡
者、探亲者，以及不得不在
黄金周出游者争夺这一时
段内有限的交通、旅游、商
业和服务资源，又尊重了大
多数劳动者利用黄金周合
家团聚，或闭门休息的自
由，是实现“错峰出游”的真
正出路。

带薪休假“落地”，普通
劳动者才有选择旅游时段
的余地，这是真正实现“错
峰旅游”，减少“黄金周副作
用”的最佳选项，甚至可能
是唯一可行的选项。

■ 观察家

地震之后
灾难并未远离

10 月 4 日上午，云南
省昭通市彝良县龙海乡镇
河村油房村民小组发生山
体滑坡，造成 19 人被埋，
截至当日 20 时，已有 9 名
学生遇难。据悉，此次滑
坡塌方量达 1 万立方米以
上，并阻断小河形成堰塞
湖；油房小学教学楼全部
被掩埋，据初查 18 名学生
被埋在垮塌的教学楼内；
学校附近 2 户农户房舍被
掩埋，其中 1 户农户一家
三口全部逃离，另 1户 1人
被掩埋。灾害发生后，相
关部门和救援力量紧急组
织救援。

有人质疑，“国家法
定节假日期间学生怎么
还在上课？”彝良县教育
局局长解释称，“9·7”抗
震抢险期间学校全部停
课，9 月 25 日学校陆续复
课，停课时间长达 20 多
天，为不耽误学习，放假期
间学生继续上课。教育局
的考虑与安排，自有其理，
如果按规定放了假，那么
至少不会出现 18 名学生
倾覆于山体滑坡之下这一
幕。但话虽如此，这种想
法终归是一种侥幸。我们
更需要追问的是，山体何
以滑坡，学校何以建在险
境之上？

关于此次山体滑坡事
故，目前没有更详实的调
查来表明它与“9·7”地震
之间有什么因果，是否是
震灾的次生灾害，当然也
没有说法表明学校处于一
种怎样的地质环境之中。
仅从公开的气象资料来
看，彝良县自地震发生直
至“10·4”山体滑坡事故，
近一个月时间一直持续有
雨，几乎没有一个晴好天
气。雨水导致山体滑坡事

故，或许是一种解释。但
尽管这样，我们仍不放弃
的一个追问是，为何事先
就没有充分评估到地震必
然带来的山体松动，以及
雨水长期浸润可能带来的
地质灾害？除此之外还有
更重要的，就是这片土地
在地震之前，已是“一个极
易发生高强度地质灾害的
地区”。

每一次地质的灾害，
都不会是突如其来，都因
循着它发生的必然轨迹，
从一次风吹草动，逐渐演
变成为一次惊天动地的悲
情。它可能是历史的欠
账，亦可能是我们今日的
盲视与不作为。早在2010
年 6 月，国土资源部确切
地表示，“全国 10 万多处
地质灾害隐患点，随时都
有发生灾害的可能”，“每
年发生的地质灾害大多发
生在圈定的地质灾害点以
外，由于不少灾害点多分
布于偏远农村和山区，灾
害监测、预警和人员转移
的工作难度很大。”如果说
灾难，这灾难其实早已历
久弥远。

发生山体滑坡事故的
彝良县龙海乡镇河村油房
村民小组，是否在那 10 万
之一以内？地震带来的大
地的战栗已经结束，是否
意味着灾难同样离我们而
去？或许我们仍没有办法
去预测下一起灾害，但可
否在下一起灾害来临之
前，让我们远离那每一处
布满着风险与隐患的现实
环境。这包括，对于地质
安全的勘查能否更加细致
全面，对于地质风险的提
示以及对地质灾害的管
理，能否更加及时有效。

□杨耕身（媒体人）

■ 来论

儿童用品安全，监管不能缺位

长假期间，新华社记者
走访发现，童装、童鞋、童
车、玩具、儿童安全坐椅等
儿童用品的安全堪忧，虽然
相关儿童用品都有国家标
准，但是大量不达标产品在
市场上广泛存在，这种情况
在中低市场尤为严重（10月
4日新华社）。

其实，即便没有记者的
调查，一般人生活中都能发
现儿童用品市场的混乱：在
各类服装市场，“三无”童装童
鞋满目皆是；玩具市场随处可
见各种颜色鲜艳，飘散着异味
的玩具；从城市到农村，中
小学校门口的小卖店，粗制
滥造的儿童食品充斥。

父母都把孩子当成宝
贝，小心呵护，但是，在儿童
用品市场如此混乱之下，许
多父母十分担心儿童用品
安全，从不合格童装中的致
癌物，到不合格玩具中的安
全漏洞，到不合格儿童食品
中成分复杂的添加剂……

父母们真是躲无可躲，防无
可防。

儿童用品“有标不依”，
不顾孩子的健康和安全，黑
心厂家可谓丧尽天良，但与
此同时，这也暴露出监管部
门的严重失职。

儿童用品“没人查”，这
个情况非常普遍。记者在
北京阜成门天意批发市场
玩具厅调查发现，很多玩具
都没有标明厂址、厂名以及
适合年龄段等基本信息。
多位摊主告诉记者，很少有
人来检查。国家纺织制品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主任王
宝军更是道出“天机”：在日
常检查中，相关部门通常选
择大商场、大超市等正常途
径。对于综合的中低档批
发市场很少抽查，监管部门
甚至明确表示“那些地方不
要去”。

每年六一儿童节之前，
各地监管部门都会发布对
当地一些儿童用品的查处

情况，但六一之后，基本上
很少听到这样的查处信息
发布。儿童用品监管的“赶
节”，暴露出一些监管部门
的作秀心态，可以说，它们
根本没把孩子的健康和安
全真正放在心上。

在国外，只要是儿童的
用品，标准会设置非常之
严，日常的监管力度，也远
高于其他商品。但在我国，
儿童用品标准与国际标准
一直存在差距，这种情况
下，监管再跟不上，简直雪
上加霜。

儿童是最稚嫩娇弱的
人群，理应给他们最强有力
的保护。面对儿童用品市
场长期的混乱，监管“漏洞”
亟须补上，尽快将市场上大
量中小企业、中低档综合市
场纳入监管视线。监管部
门应充当好儿童安全的保
护者角色，切莫再让千万父
母失望。

□国华（职员）

儿童用品监管的“赶节”，暴露出一些监管部门的作秀心态。

每一次地质的灾害，都不会是突如
其来，都因循着它发生的必然轨迹。

交通运输部决定，从 10
月 4 日中午 12 时起，对符合
节假日免费通行政策的七
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不再采
取发卡措施。

发卡加剧拥堵，取消发
卡是民心所向。不过返程
高峰即将到来，与免费开始
一样，返程车流同样很大，
拦车发卡必致拥堵，不发卡
又无计费依据，公路部门怎
样破解这一难题？

交通部门此前建议，免
费时间快结束时，驾车者
可就近先下高速，再上高
速 。 但 是 ，“ 免 费 前 先 下
路 ，收 费 后 再 上 路 ”的 建

议，一是会不会造成收费
站附近出口与入口局部的
大拥堵？有没有更科学的
过渡办法？二是免费时间
在 7 日 24 时结束，这时候正
值深夜，驾车者十分疲劳，
下 高 速 又 上 高 速 来 回 折
腾，既不人性化，也容易造
成事故风险。

依我之见，不要建议都
先下高速再上高速，这是对
公众的折腾，也容易造成拥
堵。来一个统一的办法，因
为可能在收费站发生拥堵，
所以在免费结束后的 8 日
凌晨半小时内下高速的，所
有车辆都免费；半小时过后

的 24 小时内，按高速公路
行车速度每小时100公里计
算，每 10 分钟计 15 公里收
费，依此累计，这样比较合
理，操作起来也比较简单。

眼看免费时间就快要
结束，各地大拥堵有可能
再次发生，交通部门还应
未雨绸缪，迅速研究出相
应的对策与措施，不能再
拖 下 去 了 ，不 能“ 等 到 花
儿 也 谢 了 ”，否 则 到 时 因
为措施出台太迟，无法应
对 ，公 众 措 手 不 及 ，极 有
可 能 再 次 造 成 严 重 的 全
国大拥堵。

□朱忠保（教师）

先下高速再上高速，这是对公众的折腾，也容易造成拥堵。

应对返程拥堵，还须未雨绸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