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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计民生

□ 于佳欣

端午小长假期间，全国国

内旅游接待总人数9597.8万人

次、同比增长7.7%；实现旅游

收 入 393.3 亿 元、同 比 增 长

8.6% ；铁 路 累 计 发 送 旅 客

5074.4 万人次，增长 7.7%；北

京王府井、上海陆家嘴等商圈

消费人次和销售额分别增长

约10%……

小长假是激发消费活力、

观察中国经济内在潜力的重要

窗口。随着端午假期结束，新

一波小长假消费数据陆续出

炉，这些数据进一步彰显中国

发展中蕴藏的经济活力和消费

潜力。

知名商圈销售额可观
消费再掀热潮

平时喜欢在网上“买买

买”，到了小长假，步行街、商

场、购物中心就成了不少人逛

玩的首选之地。

据商务部监测，端午小长

假期间，重点商圈、大型购物中

心销售增长明显。端午节期间

北京重点监测 60 家零售、餐

饮企业实现零售额20.5亿元，

比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6.3%，

其中西单、王府井等重点商圈

消费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9.6%

和10.8%。

据新华社消息，6月7日~8

日，上海共实现消费额76.27亿

元，同比增长10.2%，其中南京

西路、南京东路、陆家嘴等老牌

商圈销售额同比增长 10%左

右。重庆重点监测商贸企业

实现零售额16.2亿元，同比增

长8.5%。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各大

购物中心里，商超＋餐饮＋娱

乐成新标配，集合了美食、亲

子、休闲娱乐等综合消费模式，

满足了人们的体验式消费需

求，人气火爆。

节假日对传统商圈客流量

的拉动已被屡次证明。今年

“五一”小长假期间，商务部在

全国的11条试点步行街客流量

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9%，营

业额增长28%。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

易研究部主任赵萍说，随着线

上线下融合步伐加快，购物中

心、步行街等实体业态也加快

了转型升级步伐，运用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并引进大

量新的服务业态，改善了消费

体验，所以这些消费场所呈现

出人潮涌动景象。“这也说明，

只要商家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商

业模式，就会让潜在的消费需

求转化为巨大购买力。”

超9500万人次国内游
文化游特色凸显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

端午期间，全国国内旅游接待

总人数9597.8万人次，同比增

长7.7%；实现旅游收入393.3亿

元，同比增长8.6%。

这组数据，或能证明小长

假期间人们的出游特点——

交通运输部日前发布数据

显示，端午假期，公路出行以中

短途自驾需求为主，据初步统

计，全国高速公路出口流量同

比增长约4%。

中短途游往往成为小长假

出游首选。文化和旅游部数据

也印证了这一点：周边游、自驾

游、高铁游成出行主流，70%的

游客出游半径不超过300公里。

除了短途游，文化游特色

凸显。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

据，端午期间，北京旅游售票、

娱乐等服务消费支出同比分别

增长75.6%和 32.1%。端午节

当天，北京世园会接待游客超

过5万人次。

端午期间，博物馆、展览馆

也十分受欢迎。美团门票大数

据显示，博物馆、展览馆等文化

游相关产品搜索量同比增长超

200%，北京故宫、西安秦始皇

陵博物馆，以及新晋网红失恋博

物馆等均成消费者热门选择。

“近年来，服务消费在小长

假消费中日益火爆，凸显了消

费升级加快的趋势。”赵萍说，

目前，包括旅游、文化等在内的

服务消费已占消费总支出的

“半壁江山”，更应该通过加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挖

掘服务消费潜力。

数亿只粽子售罄
折射消费市场空间大

一粽可观消费热度。据业

内不完全统计，端午节前后，数

亿只粽子被消费者一扫而光。

根据天猫“6·18”粽子消费

数据，端午节前一周，卖出1.23

亿只粽子，同比增幅超250%。

数亿只粽子背后是“吃货”们个

性化的追求，也是商家创意化

的体现——

根据天猫相关数据，粽子

有“五人份”，也有“一人食”；有

会“飞”的磁悬浮粽子，也有“高

考粽”，顺应消费者对粽子新鲜

度要求保质期一周的“短保粽”

销量登顶。而苏宁易购数据显

示，受端午遇上高考的影响，

“蛋糕＋粽子”组合订单同比增

长超过60%。

从网上下单情况看，消费

不仅多元化愈发明显，潜力也

有待进一步挖掘。京东大数据

显示，从下单金额看，县域及农

村地区在端午节期间客单价最

高，其次是二线和一线，这也再

次证明了县域及农村地区展现

出极高的消费能力。

近期，中央和地方层面纷

纷出台促消费政策，从打造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步行街升级

版、培育夜经济等入手，激发消

费潜力。国家发改委也表示，

将加快落实汽车、家电、信息、

养老、育幼、家政等领域促进

消费政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

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青说，中

国市场不仅体量巨大，而且消

费市场还在不断升级。通过新

一轮消费政策落地和红利释

放，企业不断丰富产品和服务

供给，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

□ 邵鲁文 陈国峰 陈 灏

工作 10多年没休过探亲

假、不知“独生子女护理假”为

何物、女职工“痛经假”“哺乳

假”不好意思休……新华社记

者近期调查发现，一些有政策

明文规定的假期，在实际中因

为执行难而“躺在抽屉里”。原

本充满“温情与关怀”的假期，

不少正沦为“纸上福利”。

有些假期不知道
即便知道也难休

“三八妇女节半天假期从

来没享受过。”在山东一家国有

企业工作的孟媛说，按照《全国

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女职

工妇女节有半天假期。

今年妇女节当天，孟媛所

在的公司将工作安排得满满当

当，不仅没有给女职工放假，还

加班开业务会。她说：“工作三

年多，已经不再期待这半天

假了。”

据了解，不仅妇女节、青年

节等“半天迷你假”难以落实，

哺乳假、痛经假等“短时低频”

的女性福利假期更是难休。

在山东工作多年的江苏人

谢林欣说，按照《国务院关于职

工探亲待遇的规定》，外省工

作、远离父母的职工，每 4 年

可以享受20天的探亲假，但他

工作十余年从未休过。“最初是

不知道这个假期；知道后去请

假，但单位认为假期太长、耽误

工作，至今也没休成。”

在天津市场监管部门工作

近7年的张琦，父母都在老家济

南。他说，每天面对辖区大大

小小的市场主体和消费者，工

作十分繁忙，即便知道有探亲

假这个福利也不敢奢望。

像探亲假这样出台多年但

“沉睡深闺”的福利假期还有不

少。如全国各省份基本都明确

给予男性陪产假，最短为7天、

最长1个月。但不少男职工坦

言，陪产假很难“应休尽休”。

知名职场社交平台领英近期开

展的调查显示，中国35%的男

性所在公司没有提供陪产假，

或是他们为了工作被迫放弃足

额陪产假。

有法有规难执行
假期隔着“一堵墙”

明明是有法有规可循的福

利假期，为何在很多时候成为

水中月镜中花？多位职工和

企业负责人认为，其中既有配

套政策跟不上的因素，也有用

人单位不予“放行”的原因。

——实施细则不明确，配

套政策存空白。如，四川、河

南、山西等地近年相继出台“独

生子女护理假”，规定独生子女

在父母住院期间，用人单位应

当给予职工照料陪护假，假期

一般为5天~20天。在山西太

原工作的陆先生去年申请休护

理假，却尴尬而归。“规定缺乏

实施细则，怎么申请、带薪能否

落实都没说清楚，单位也不知

道。”陆先生说。

——适用范围有限制，想

休“隔着一道墙”。在山东东

营一家民企工作的李凯说，探

亲假按规定只有国家机关、人

民团体和全民所有制企业（国

有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才可

以享受，民营企业职工如同

被一道高墙隔离在外。没有

政策依据，公司肯定不会同意

休假。

——请假程序太复杂，相

关规定待优化。山东、河南、安

徽等省份都明确提出，女职工

因为痛经无法正常工作，可休

1天~2天病假。但多名女职工

告诉记者，从来没有休过这一

假期。一方面，生理不适涉及

个人隐私、难以开口；另一方

面，各地规定要求请“痛经假”

需要指定医疗机构开具证明，

为了零星的假期，花半天时间

去医院检查、开证明，实在不

合算。

——企业用工有成本，执

行规定无动力。“政府出台福利

假期的初衷是好的，但是企业

常常没有能力执行。”济南一家

民企的负责人说，“很多岗位都

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一旦职工

休假，工作就没人做了。另外，

假期太多也会增加企业的用工

成本。”

完善保障制度
确保更多假期落到实处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升，休假越来越受到广大职

工重视。有关专家认为，破除

“休假难”的困境，既要进一步

细化、明确相关假期的实施办

法，也需要完善保障制度，确保

更多假期从纸上落到实处，让

职工休假制度既得人心又接

地气。

首先，与时俱进对相应休

假制度进行调整。以探亲假为

例，假期过长难以落实、只覆

盖“体制内”而忽视民企职工，

是其“隐形”的两大主要原

因。对此，部分专家建议，可通

过压缩时间、提高频次，并扩大

适用范围，让更多职工能“常回

家看看”。

“探亲假是在几十年前推

行的，当时国家实行的是毕业

生统一分配政策，一些人可能

被分配到偏远地区工作，因此

有必要出台政策为这部分人探

亲提供方便。”国家行政学院教

授竹立家说，如今交通方便了，

政策的适用性已经发生变化，

探亲假等假期的规定也应对相

关细节作出调整，将民企职工

也纳入其中。

其次，强化休假制度推介

和监察力度。山东大学社会学

教授王忠武认为，政府出台假

期规定后要进一步加强宣传

推广，提高公众知晓度；同时，

针对用人单位排斥放假的问

题，劳动监察部门要对假期的

落实情况跟踪检查。“目前具

体惩戒性措施少，对违反规定

的处罚措施应进一步明确。”

王忠武说。

再次，完善保障体系，推

动企业“放行”。针对职工休

假可能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

营的问题，王忠武认为，相关

部门可研究制定税收、补贴等

政策，消除或减轻企业因执行

相关假期规定造成的影响，确

保休假这一民生福祉得到有

效保障。

小长假大数据：端午市场折射消费潜力

缘何法定假期沦为“纸上福利”

□ 佘 颖

近日，格力实名举报奥克

斯空调质量不合格。此事因涉

及两家知名企业，又涉及产品

质量和消费者权益，引发广泛

关注。

与以往因产品质量引发的

争议略有不同，此次事件是空

调行业的“老大”举报空调行业

的“小弟”，有人因此质疑举报

背后可能有经济利益的考虑，

动机不纯。其实，这种质疑不

应该影响调查进程。举报出于

什么动机，只要举报的问题真

实存在，相关部门就应该重

视。因为行业本身的专业性，

很多内幕往往是消费者和监管

部门不了解的，只有内部人士

才能掌握一手信息，才更有鉴

别能力。因而，应该鼓励更多

了解内幕的人士举报企业不法

行为，从而使监管成本更低，监

管效果更好。

就像本次格力对奥克斯的

举报，普通消费者就算对奥克

斯空调耗电量有怀疑，也很难

拿出证据，但格力能够通过自

己的实验室和第三方检测机

构，对奥克斯空调的能效比和

制冷消耗功率实行检测。

在欧美国家也有类似的

“吹哨人”制度，源于警察看到

违法行为吹哨子的做法，进而

代指为内部人员检举揭发违法

行为。当年，美国电信巨头世

通公司就因“吹哨人”的举报，

爆出假账丑闻，最终破产。

我国已有数亿市场主体，

单靠监管部门的力量很难形成

全面有效的监管网络。因而，

鼓励更多“吹哨人”站出来为消

费者守望，才能形成社会共

治。同时，我国还提出要建立

奖励举报制度，并最先应用在

了食品安全领域和疫苗监管

中。此前，上海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与多家外卖平台共

同探索建立鼓励外卖小哥作

为“吹哨人”的内部举报人制

度，让平台骑手成为整治网络

餐饮无证照经营的生力军。

最新的疫苗管理法草案也从

国家立法层面规定了对举报

企业违法行为的内部举报人

给予奖励等内容。

因此，对格力的举报，相

关部门除了受理之外，如果

最终确认举报属实，不妨给

予格力一定奖励，奖励金额

多少不是关键，哪怕只是公开

表扬也可以；如果最终发现举

报有误，也要向社会明明白白

地公布调查结果，把这次举报

变成一次面向全社会的消费

维权普法。

从这个角度看，这次举报

再次提醒广大企业，质量是生

命线，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特

别是在融媒体、自媒体时代，盯

着企业的眼睛越来越多，除了

监管部门，媒体、消费者、同行，

都是监管的触角，让不法行为

愈发难以遁形。一个品牌一旦

在质量问题上欺骗消费者，不

仅最终会失去消费者的信任，

进而失去市场，还会受到法律

的制裁。

夏季正值空调销售使用高

峰，此次举报很容易引起消费

者的担忧，也能引起有关监管

部门高度重视。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已连夜回应，称已于当

日下午通知浙江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对有关情况尽快调查

核实。中消协也表示高度关

注。我们期待监管部门尽早

给出结论，同时也提醒企业要

始终树立“消费者优先”理念，

为消费者提供品质可靠的产

品和服务，切实保障消费者合

法权益。

鼓励更多“吹哨人”
为消费者守望

本报讯 第三方社会调

查机构麦可思研究院近日在

北京发布的《2019 年中国大

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18届

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为91.5%，

其中近两届高职高专毕业生

就业率高于同届本科。

据麦可思研究院副院长

马妍介绍，2018届本科毕业生

就业率为91.0%，与过去4届

相比略有下降；2018届高职高

专毕业生就业率为92.0%，与

过去4届相比稳中有升。

根据报告显示，2018届本

科毕业生待就业比例为4.2%，

高职高专毕业生待就业比例为

7.5%，与 2014届相比均有下

降。“由于深造的分流，毕业生

待就业压力没有明显增加。”

马妍说。

从就业去向来看，民营企

业、地级城市及以下地区等依

然是主要就业去向，2014届~

2018届本科毕业生在民营企

业就业的比例从50%上升到

54%，2014届~2018届高职高

专毕业生在民营企业就业的比

例从65%上升到68%。

从就业职业、行业来看，

2018届本科毕业生从事最多

的职业类是“中小学教育”，就

业比例为19.3%，就业比例增

长最多的行业是“中小学及教

辅机构”，就业比例为12.7%；

2018届高职高专毕业生从事

最多的职业类是“销售”，就业

比例为8.9%，就业比例增长最

多的行业是“学前、小学及教辅

机构”，就业比例为6.6%。

从收入方面来看，2018

届大学毕业生的月收入为

4624元，比2017届（4317元）

增长了307元。从近3届的趋

势来看，应届大学毕业生月

收入呈上升趋势，2018 届大

学毕业生月收入高于城镇居

民 2018 年月均可支配收入

（3271元）。

根据报告分析，2019年本

科的信息安全、软件工程、网络

工程等专业，高职高专的电气

化铁道技术、社会体育、软件技

术等专业为近年来的需求增长

类专业，失业量较小，就业率、

薪资和就业满意度综合较高；

而2019年本科的绘画、历史

学、应用心理学等专业，高职高

专的语文教育、英语教育、法律

事务等专业近年来的就业形势

相对严峻。

据了解，这份报告的调查

样本为来自全国30个省区市

的2018届30.3万名大学毕业

生，覆盖了1031个专业、327

个行业及603个职业。

（叶昊鸣）

去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达91.5%
报告显示，近两届高职高专毕业生

就业率高于同届本科

5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上涨22..77%%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2.7%，涨幅比

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图为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一超市工作人员在整理水果。

新华社发（胡高雷 摄）

端午期间，国内旅游接待总人数9597.8万人次，同比增长7.7%；
实现旅游收入393.3亿元，同比增长8.6%

专家认为，破除“休假难”困境，既要进一步细化、明确相关假期实施办法，

也需要完善保障制度，让职工休假制度既得人心又接地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