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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七成受访者没休完2024年的年假，而超60%未休
年假的受访者是主动选择放弃的。2024年底一项调查
显示，与往年相比，劳动者放弃休年假的比例显著增
加。今年1月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做
好《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
定》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企事业等单位确因
工作需要且经职工本人同意未安排职工休年休假或者
安排职工休假天数少于应休年休假天数的，应当按应休
未休的年休假天数依法支付工资报酬。（1月6日《工人日
报》）

劳动者休年休假的理由可能各有不同，但放弃年休
假的理由却大同小异，不外乎职业发展压力大、工作繁
忙、“请假羞耻”、单位不批等原因。不少劳动者“年假在
心口难开”，想休不敢休，想休不能休。

不少用人单位认为，只要劳动者主动放弃了年休
假，有关年休假的所有权益便一笔勾销了，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便“两清”了。显然，这是一种推责式认知误区。
一些劳动者也陷在了这种认知误区里，对年休假的综合
权益范围、实现方式以及放弃年休假的替代方式、补偿
方式等不甚明了，导致维权意识不强。

“主动”放弃年休假不等于权益“归零”。不论是劳
动者出于内心真实意愿主动放弃年休假，还是“被自愿”
放弃年休假，均可享受相关替代权益。《职工带薪年休假
条例》规定：单位因生产、工作特点确有必要跨年度安排
职工年休假的，可以跨1个年度安排。单位确因工作需
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
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
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

报酬。《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进一步明确了未
休年休假天数的工资报酬计算公式——计算未休年休
假工资报酬的日工资收入按照职工本人的月工资除以
月计薪天数（21.75天）进行折算。据此，如果劳动者放弃
年休假或用人单位未安排、未批准劳动者休假，用人单
位在确有必要的前提下，可以把劳动者未休的年休假

“结转”到下一年，这是一种权益替代方式。而如果用人
单位经劳动者同意未安排劳动者休年休假，也未跨年度
安排，就应该向劳动者发放对应天数的三倍工资，这也
是一种权益替代方式。

劳动监察部门、工会等应面向用人单位、劳动者加
强普法宣传，教育用人单位全面积极履行年休假权益保
障义务，为劳动者休年休假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把
未休年休假的权益替代方案用到位；鼓励引导劳动者消
除休假耻感，敢于开口请假，敢于休假，并针对放弃的休
假天数或用人单位未安排的休假天数，通过与单位协
商、请求工会帮助、向有关部门举报或仲裁、诉讼等路径
维权。劳动监察部门还应加强对用人单位年假制度落
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发现用人单位
不安排劳动者休年休假又不依法给予年休假工资报酬
的，采取责令限期改正、责令该单位支付年休假工资报
酬并加付赔偿金、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给与有关责任人
员行政处分等措施，对用人单位进行惩戒、倒逼。

人是最重要的劳动要素，用人单位应该算好有关年
休假的长远账、大账，保障好劳动者的年假权益，让劳动
者不吃亏，这样，才能营造和谐的劳动关系，才能充分激
发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创造力和凝聚力，才能实现劳
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双赢。 李英锋 来源：扬子晚报

“主动”放弃年休假不等于权益“归零”

近日，重庆动物园内，一男子在游览时突然朝大熊猫
“兰香”投掷可乐瓶，导致“兰香”受到惊吓。据了解，涉事
男子因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目前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
处罚。

近几年，游客虐待动物事件时有发生，孔雀被孩子拔
毛、狮子遭雪球袭击、鳄鱼被石块砸伤，手段层出不穷、花
样不断翻新。类似事件发生以后，肇事者无一例外受到

了道德谴责。随着近年来有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违规者
还会被列入“黑名单”、受到相应处罚，此案即为一例。管
理措施的逐步升级，无疑将减少虐待动物事件。太多案
例告诉我们，文明是教化出来的，也需要惩戒与管束。把
不文明行为管起来、罚到位，以真实的“痛感”唤起不文明
的耻感，展现捍卫规则的力度，才会让文明意识、规则意
识真正深入人心。 付迎红 来源：广州日报

拿可乐瓶砸大熊猫，该罚

一段时间以来，结婚登报流行起来。报纸上“敬告亲
友，亦作留念”“愿赤绳系定，白头永偕”的声明与祈愿，爱
意满满，颇有分量。

早在民国时期，报纸就承担过宣告婚事的作用。一
份20世纪40年代的湖南《大公报》上，密密匝匝排列着多
对新人的订婚启事、结婚启事。在那个婚姻登记制度尚
不完备的年代，将双方姓名、典礼信息等登载见报，一来
作为客观见证，二来方便亲友拜访。改革开放后，不少新
人也选择在报纸上刊登结婚启事，响应节俭办婚事的号
召。多年前，上海图书馆还曾利用馆藏资源，从老报纸上
为一位网友的外公外婆找到了他们半个世纪前的结婚启
事，一时传为佳话。

今天，纸质出版物似乎不再是生活刚需。但书报承
载的人文质感，留存下来的温馨回忆仍无可取代。年轻
人喜欢上结婚登报这一形式，一大原因就是看中了铅字
墨香的厚重。如今的结婚流程虽然热闹，但真实的感受
和表达时而被4K跟拍、精修大片等遮蔽。喧哗之下，朴
素安静地将人生大事凝结于寥寥数语、刊载于白纸黑字，

有一种“从前车马慢”的仪式。不能修改、永远留存的属
性，更传达出一种理想婚姻的隐喻：一段接受时光沉淀与
淘洗的厮守。

进一步看，结婚登报流行的背后，正是个性解放、简
朴大方的新婚俗。就拿婚礼来说，将迎宾区改游戏区的
地摊婚礼，以行山远足代替酒店吃喝的房车婚礼，一系列

“小而美、轻量化”的方式成为热门选择。这些根植于新
生活方式的做法，主打一个“当下体验”和“浪漫回忆”。
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地把婚礼办了，减轻了劳累，节省了
开支，杜绝了攀比，令不少过来人很是羡慕。事实也证
明，积极拥抱新婚俗，不仅可以拥有新颖的仪式感，更有
助于婚姻和谐、家庭幸福。

面对新需求，一段时间以来，全国多家日报、晚报都
增开了结婚登报的业务，不少还提供个性化设计。恰如
网友所言，结婚登报是有些时代感的报纸与当代年轻人
的双向奔赴。年轻人在这一过程中官宣爱情也滋养爱
情，而这种沉潜付出、长情以赴的价值观，更值得珍视和
发扬。 晁星 来源：北京日报

结婚登报，最朴素的官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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