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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你有人爱，有人懂，所遇皆温柔

幸福有三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一是有事做，

二是有人爱，三是有希望。从今天起，做一个幸

福的人。愿你有事可做，不慌不忙，踏实而从

容。遇到挫折，不必害怕，也不必迷茫，迈开步

子，向前走。愿你有人爱，有人懂。遇见爱，遇见

懂，都要倍加珍惜。如果没有遇见，也不要着

急。好好爱自己，相信终会有一人，跨越山海，为

你而来。愿你心怀希望，感知幸福。只要心中有

未来，人就能幸福起来。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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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全国两会

上，全国政协总工会界别

三位委员呼吁，“强制实

施带薪年休假相关政策，

避免长时间劳作给职工

身心带来不利影响，让职

工享有更多的休闲时间和更丰富的精神文化

生活”。这一话题冲上热搜，引发热议。（3月

9日光明网）

带薪年休假属于劳动者的法定权利。

2008年，国务院颁布实施《职工带薪年休假条

例》，明确了职工带薪年休假的权利。然而，

长期以来带薪休假的落实情况并不尽如人

意。在一些企业，带薪休假权在实际操作中

沦为“纸面上的权利”。据人社部开展的一项

调查数据显示，有近半数的人没有享受到带

薪年休假，民营企业职工甚至不足4天，超过

72%的民企职工未完整享受过年休假。

带薪年休假制度难以落地，究其原因：一

是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认为员工休假

会带来岗位人员空缺以及用工成本增加，也就

难免缺乏落实的主动性；二是一些劳动者怕影

响就业岗位、工资收入、职级晋升等，带薪休假

与工资收入直接挂钩，导致不少劳动者不敢

提、不愿休。带薪年休假制度难以落地的根本

原因还在于带薪年休假的约束机制不明确，违

法成本低，企业缺乏落实这项政策的自觉性。

一系列因素，使得带薪年休假在执行中不断遭

遇“潜规则”，甚至“名存实亡”。

强 制 实 施 带 薪 年 休 假 需 要 法 治“ 撑

腰”。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好的政策关键在

落地，落实这一法定制度，不仅是企业的责

任，也是监管部门的职责。正如委员们所建

议的，应当适度提高对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

标准，增加企业违法成本，倒逼企业重视职工

带薪年休假权益。强化法律制度的严肃性，

相关执法部门要加强带薪年休假法律宣传，

增强用人单位的法治意识和人文意识，加强

执法监督和劳动监察，对落实职工合法权益

不到位、甚至故意刁难的行为依法处理，严格

惩戒，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

让带薪年休假从“纸上福利”回归“大众

权利”。各级政府部门还应出台更全面、更有

针对性的配套措施，为企业搭配降税减负政

策，通过减免税费、直接给予财政补贴等方

式，帮助企业减轻成本支出，构建休假成本分

担机制，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保

障带薪年休假制度全面落地。 潘铎印

强制实施带薪年休假需要法治“撑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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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追诉性侵、虐待、暴力伤害等侵害

未成年人犯罪 29 万人，强制报告、从业禁

止、“依法带娃”等纳入法律规定，融通家庭、

学 校 、社 会 、网 络 、政 府 、司 法“ 六 大 保

护”……今年的两高报告让人们看到，近年

来司法机关通过细致的工作，将未成年人保

护的法网越织越密。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

望，保护未成年人，守的是亿万家庭的幸

福生活，也是红色江山根基永固、党和人

民事业薪火相传的保证。未成年人身心

发育尚不成熟，容易受到不良影响和不法

侵害。织密法网、融通力量，如同缝补衣

服，不断挑针引线、填补漏洞、疏通脉络，

有助于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格局，让这张“保护网”更

有力度、韧度和温度。

制度为纲，纲举则目张。“通过强制报

告追诉犯罪 5358 件”“推动入职查询 2003

万余人次”“对涉嫌轻微犯罪、有悔罪表现

的，附条件不起诉7.1万人”“通过家庭教育

令督促甩手家长‘依法带娃’”“防治中小学

生欺凌和暴力”……两高报告中这些亮点，

直击未成年人保护的痛点堵点，回应社会

普遍关切，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有助于

构建未成年人保护的强大合力，牵引全社

会形成保护共识。

织密法网的目的是将良法善治转化

为未成年人保护的强大效能。说到底，要

靠司法机关敢于较真碰硬，不断创新手

段，坚持耐心细致，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

原则”落实在司法工作的各个环节、融通

于“六大保护”的每个领域，实现保护、

治罪与治理并重，为未成年人撑起一片

法律艳阳天。

新华社记者 丁静 高健钧

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的法网

你过得不好，是因为你太闲

有时候，活得太闲，未必是福，或许酝酿着

一种不幸。偶尔的放松是对自己努力的奖赏，而

持续的放松则是对自己生命的辜负。人生短促，

千万不要让自己过得太闲。太闲，容易情绪内

耗；太闲，容易荒废自我。人生下半场，珍惜当

下，不浮不躁，不慌不忙，认真过好每一天，踏实

走好每一步。忙是一种对生命的释放，闲则是一

种对生命的修复。既要在忙碌中充实自己，也要

在闲暇中滋养自己。 @人民日报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

于子女成长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面对

保姆费用高、隔代教育力不从心等问题，

许多女性告别职场，回归家庭照顾子女，

成为“全职妈妈”。然而，经济压力、社会

预期又促使全职妈妈重返就业岗位。（3

月8日《中国青年报》）

“全职妈妈”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企

业，都是一笔宝贵的人力资源财富，“全

职妈妈”重返职场，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女

性参与就业，是实现男女平等的重要保

障，另一方面有利于家庭的稳定，女性的

身心健康及孩子的快乐成长。“全职妈

妈”重返职场该受到热烈的欢迎。“全职

妈妈”重返职场面临着诸多现实困难。

既有自身与企业脱节，也会受到企业的

阻扰，家人也未必同意。但“全职妈妈”

重返职场却是一种正向趋势，理应给予

大力支持，要多方面创造便利条件。

职能部门应加大对“全职妈妈”群

体就业的关注度，多举办“全职妈妈”专

场招聘会，建立求职就业信息服务平

台、举办培训活动、建立专项基金等，助

其发挥所长。各级妇联要加大扶持力

度，多样化培育社区型女性社会组织，

在数量和服务范围上与女性群体规模

相匹配。

全社会要营造全力支持“全职妈妈”

重返职场的氛围，打造“全职妈妈”友好

型社会。当然，“全职妈妈”也要自律，要

不断充电学习，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专业

能力。“全职妈妈”最强有力的后盾是家

庭。作为家庭的成员，要全力支持“全职

妈妈”重返职场，要主动分担家务以及对

子女的教育，不要让重返职场的女性下

班后仍然要充当“全职妈妈”的角色。

“全职妈妈”不仅是家庭 的“宝”，

更是社会的“宝”，企业的“宝”，不要再

将“全职妈妈”边缘化，不要让她们成为

被遗忘的一群，要尽力消除全职妈妈重

返职场的任何障碍，让重返职场的“全

职妈妈”重新焕发青春朝气，重新成为

职场的中坚力量，为企业为社会作出特

别的贡献。 王军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