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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宴曲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财务

章一枚，声明作废。

厦门苏白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厦门青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厦门市集美区钟可敏饮食店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漳州市龙文区山海食品商行遗失公

章,编码35060310032928声明作废

莆田市城厢区佳馨烟酒商行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三国财税服务（三明）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莆田市荣颜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莆田市丽居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法人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莆田市荔城区阿康便利店遗失莆田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荔城分局

2019年4月15日核发的食品药品生

产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编 号

JY13503040066570,声明作废。

中企动力厦门分公司遗失全球门

户合同 3 份，域名合同 1 份，编号

NCE22C- YM0006177、NCE23C-
QQMH(2023)WMZYB0002828、
NCE23C-QQMH(2023)WMZYB
0002844、NCE23C- QQMH(2023)
WMZYB0002818，声明作废。

莆田市秀屿区笏石新秀便利店遗

失公章(编码 35030510014645)及沈

秀芳私章，声明作废。

厦门市集美区欣铭恩照相馆遗失

集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1-02-
24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350211830069021声明作废。

梁碧英（身份证350625197309051060 )
遗失福建省失业保险个人缴费凭

证，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厦门市翔安区育仁幼儿园经3月20

日第二届第四次理事会表决，因长

期无法开展业务，决定注销，现已成

立清算组，请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

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

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清算

组负责人：童小丽；联系电话：

13779997611；联系地址：厦门市翔

安区马巷街道巷南路838-1-101号。

厦门市翔安区育仁幼儿园

公 告 栏公 告 栏公 告 栏 公 告 栏公 告 栏公 告 栏
莆田市旋辉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及法定代表人私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厦门印石千方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遗失湖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1-

08-23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50203MA31YX1F82声

明作废。

陈秋斌，遗失海洋渔业职务船员证书

（二级船长），编号35062619811028X

Ⅹ19，登报声明作废。

陈永春，遗失海洋渔业职务船员证书（二级

船长），编号35062619870208XX37，登

报声明作废。

屏南县公安局遗失开户许可证，开

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屏 南 支 行 ， 账 号 ：

35001687407058000011，核 准 号 ：

J4036000047505，声明作废。

屏南县公安局遗失开户许可证，开

户行：屏南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账号：9060710010010000084391，核

准号：J4036000057407，声明作废。t

本 人 连 素 清 ， 身 份 证

352602197310091622，购买乳山金

鼎铭成小区 33-1608 室，编号为

2673818的房产收据丢失，金额2万

元，现声明作废。

福建得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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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姚烨，厦门理工学院2020届国际商

务专业学生，学号2010102132。由于

内务整理时本人不慎遗失就业推荐表，

特此声明。

而要显著增加国民休假时长，尤其需要在
带薪休假方面有更多可见度、更多标志性进
展。彭涵指出，为公众提供更多实在的假期、更
多的休假机会，其实代表了在节假日这个话题
上的思路导向：到底是更关注人，还是更关注经
济和消费？可见的是，近年来，“落实带薪休假”
一直是政策力推的方向。

如 2019年 12月 12日，国家发改委、中央组
织部、教育部、公安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交通运输部、文化和旅游部、全国总工会、中国
气象局等9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改善节假日旅
游出行环境 促进旅游消费的实施意见》，提出
要优化节假日出行环境、增加旅游产品供给、提
升旅游景区管理水平以及完善带薪休假制度、
制定出台中小学放春假或秋假的办法等。

2022年 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
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提
出积极落实带薪休假制度，促进带薪休假与法
定节假日、周休日合理分布、均衡配置。

2023年 7月 3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
发展改革委《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措施的通
知》，明确提出“全面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鼓励错
峰休假、弹性作息”。彭涵称，从长远来看，更关
注人，才是真正地关注经济和消费，这也是国家
层面力推带薪休假等政策的原因。

但由于假日制度牵扯到文化民俗、理念变
革、经济发展、社会承受能力和当前形势等方方
面面，每个地方、每个领域的具体情况又有明显
的差异，各方的参与能力和表达诉求意见的能
力也有很大不同，以至于我国带薪休假落地过
程缓慢。也因此，每逢重要假期临近，相关问题
便凸显出来，甚至屡屡成为热搜。

此外，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功还表
示，从需求和供给的对照可以看到，现行的法定
节假日安排在时间格局上确实存在提升空间，
尤其是下半年的法定节假日太少，假期之间的
衔接较差，分布不够合理。

程超功指出，增加法定节假日，特别是下半
年的节假日可以从两个维度来挖掘，一个是传
统节假日（含重要的历史纪念日）之前不放假的
可以考虑放假（如重阳节、冬至、腊八节等），另
一个是针对暑期等旅游消费旺季可以增加专门
的假日。

专家表示，带薪休假也需要相关部门更多
地了解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及其员工在带薪
休假上的顾虑和难处，针对难点和痛点开展工
作。应尽快在某些领域和行业进行试点和推
广，制定路线图和尽可能清晰的时间表。

当然，在这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中，也要为公
众和各利益相关方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参与
主体多元化，休假政策决策才能更加科学、合
理，获得更广泛的理解与接受度，一步步切实提
升公众的假日体验。

如何才能有一个更好的假期？专家表示，在我
国当前情况下，可以实现的，首先就是做好兜底性
节假日保障。

这就需要切实落实《劳动法》，保障双休制度实
施，限制直至完全禁止用人单位占用周末加班和大
小周制度，保障加班费足额发放，保障年假婚假等
假日足额放假。

与此同时，在全国统一的公共假日基础上，也
可以一地一策地探索增加公共假日存量的可能
性。可供参照的是，当前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情
况。

《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少数民族
习惯的节日，由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地方人民政
府，按照该民族习惯，规定放假日期。依照此规定，
各少数民族地区在公共假日上都有独有的公共假
日。

比如，西藏的“藏历新年”和“雪顿节”，广西的
“三月三”，还有云南、新疆、内蒙古、四川等少数民
族地区，都有自己独有的公共假日。今年，四川凉
山的“民族团结进步节”“火把节”“州庆”和“彝历新
年”，合计甚至有16天。

事实上，除了少数民族地区，其他地方同样有
自己的传统和需要进一步弘扬的文化。这就为增
设假日提供了珍贵的文化基础和共识。

因此，在考虑增加全国统一公共假日数量的同
时，如能将《办法》规定有所扩展，使得我国更多地
区都可以因地制宜地增加其独有的地方性公共假
日，无疑将有效缓解当前统一休假时间和空间的聚
焦效应，推动旅游消费的健康发展。

有网友甚至翻出了2013年歌手那英关于调
休放假的评论：“我就不明白这假期为什么要与
星期六星期天凑到一起，而且还要挪呢？孩子
连着上七天八天的课，确实挺累的……生活节
奏被打乱其实挺像分泌失调，制定假期的同学
能认真考虑一下我们的生活吗？”

那么，目前中国的休假模式有何利弊？与
其他国家相比，假期真的少吗？

环球旅讯首席分析师彭涵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从舆论层面可以看出，目前公众对于调
休“凑假”模式，意见较大、希望政策得以调整的
呼声非常高。究其根源，在于调休“凑假”模式
没有增加大家的假期总量，只是在拆东墙补西
墙，让公众在享受假期之后就必须“还债”，把欠
下的工作日给补上。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
家的公共节假日和带薪假期普遍存在差异。相
较而言，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公共节假日普遍
较多，带薪假期则明显不足。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受限
于经济社会发展，难以普遍强制设置更多的带
薪假期，企业更是缺少主动。此时的公共节假
日，无疑就扮演了为劳动者休息权利“兜底”的
角色。

相比其他国家或地区，我国的假期时长处
于什么位置？还是只需将假期分为公共假期和
带薪休假两个部分来比较。

事实上，从全球各国的公共假期来看，中国
的假期并不算少，元旦 1天、春节 3天、清明节 1
天、劳动节1天、端午节1天、中秋节1天、国庆节
3天，共计 11天，与法国、意大利等国持平；但我
国5~15天的法定带薪休假，总体时长不占优，结
构上还有改善空间，且在推进落实层面也仍存
在问题。这些差距，也就是可以改进的空间。

事实上，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的节假日
也一直在调整之中，一直在探索包括带薪休假
在内的休假制度优化路径。

实际上，这背后也是公众对更好的假日制
度的迫切期待。人们希望在兜底性节假日上有
更多保障，也希望在带薪休假的贯彻落地上看
到更为明显的进展。

中国假期真的少吗？
焦点一

如何才能有一个更好的假期？
焦点二

如何才能真正落实带薪休假？
焦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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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临近，“五一其实只放假一天”词条持续占据着热搜
榜，引发热议。关于国定假期如何休，是否应该调休的讨论热度再
起。不少人表示，这样调来调去，并没有增加假日总数。一些网友
吐槽称，在清明和五一假期调休后，“凑假”模式下，连续几个星期

“双休”都变成了“单休”，假期前后上了三个“六天班”，上班族“伤
不起”。为此，有人表示，希望能够正常放假、正常双休。有人则更
进一步，希望能够在不再调来调去的情况下休更长时间的假。

公共假期和所有人的生活都密切相关。作为对经济社会有着直
接影响的假期关注，过去和现在是热门话题，未来也必然会被公众持
续关注。那么，除了调来调去，我们的假期还能怎么休？凑假还要持
续多久？这无疑已经成为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公共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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