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国务院发出通知，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
念日调休放假，2015 年 9 月 3 日全国放假
1 天。

作为第一个以立法形式确立的国家
纪念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与中国烈士
纪念日、中国国家宪法日、国家公祭日相
并列，从不同的时空维度，共同确立和构
筑起现代国家仪式体系。

仪式庄严而肃穆。 在纵横捭阖的历史
长河中确定一个值得铭记的时点，以国家
的名义追溯一段甚至可能屡忆屡痛的创
伤，缅怀悼念那创伤里的人和事，乃至如
何历经磨难重生、由哀愁至喜悦的点滴片
段。 而其所表达的鲜明态度、传递的国家
价值在将纪念日以最高规格的法律形式
确立之初即已明确。

从休假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无论如何
都让人欢喜的消息，也确实毫无意外地受

到了最大程度的欢迎。 但不免有人提出这
样的问题，欢度假日的喜气氛围，之于国
家纪念日的仪式感，是不是一种不合时宜
的存在？

一方面，特定的时间点总会让人不由
自主地追及那段沉痛的过去，国家纪念日
进一步铭刻下了这份沉痛。 而另一方面，
叠加的沉痛、严肃、仪式的终点，是为了让
这个时刻是特殊的，是与其他任何时间节
点相区分的，是最多数的中国人未必亲身
经历，却能牢记在心的国家、集体共同记
忆，以至于每年的这个日子，我们会不约
而同地共同忆记那段历史，并唤起对历史
更多的认识。

沉痛的表达方式未必一定是哀伤，就
像欢笑不永远意味着快乐。 如果将抗战胜
利纪念日上升为法定纪念日宣示的是重
大历史节点需要仪式化，必须在最大层面
得到确认， 那么宣布纪念日当天放假，就

是让更多人能够沐浴这场仪式。 毕竟，任
何实体形式的仪式活动，都只能接纳有限
的参与者，但假日却是共有共享的。 于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70 周年纪念日当日放假， 哪怕只是怀
着对假日翘首以盼的心情，也更大可能地
让更多的人记住了 9 月 3 日这一天。

这一天，你可以笑逐颜开踏着秋游的
步伐，不用怀着当年的国人那刻的感怀愁
痛，何其有幸。 但同时对这一天的期待、当
日公共或私人活动构建起来的记忆，会让
这一天成为你生命中、时间节点里特殊的
一个，就像国庆日的特殊感那样。 在这个
意义上，开放假日本身亦是一种仪式的存
在方式，它让人们以特殊的方式参与到特
殊历史节点的纪念仪式中，拥有不一样的
在场感，而在这个过程中所构筑的与历史
对应的那些记忆，会升华为每个人对这个
国家更深刻的认识及情感依赖。

本月 12日，省人社厅首次发布“2014 年
广东省人力资源市场工资指导价位”， 实际
上是为工资集体协商提供政策依据。在市场
化条件下，职工工资增长必然是劳资双方利
益博弈的结果。 时值春夏之交，正是企业进
入集体协商季节，劳资双方都忙于围绕本年
度职工工资问题展开博弈。 在这个时间点
上，省人社厅发布工资指导价，有助于工资
集体协商在针对性方面有效提升质量。 当
然，或许会加大双方博弈的难度。

按官方说法，此次历时半年的调查，采
集数据为 2013 年全年的数据。 也就是说，
数据实际反映 2013 年情况。 样本 2/3 集中
在经济相对发达的珠三角地区， 而粤东、
西、北地区仅各占 11%。 来自制造业样本所
占比接近 60%，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
业， 占比分别为 9%和 8.09%。 企业规模方
面，近五成样本来自小型企业，约三成来自

中型企业， 大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占比都不
超过 10%。 由此可以判断，本次调查更具科
学性，精确度和可信度也更高。

与以往任何一次采样调查公布的工
资状况相似，此次公布的工资指导价位同
样遭到来自劳资双方面不同的声音。 企业
感叹人工成本贵， 难以承受经营成本之
重， 工薪族中的大多数则吐糟 “拖了后
脚”。 劳资双方站在各自利益立场上各说
各话，表明双方在涉及具体经济利益时的
“针锋相对”。 企业方感叹更多的是出于本
能的反应。 劳方的吐糟更多的是吐出劳动
所得与市场价格不相匹配的怨气。 这提醒
实行了多年工资集体协商，该是大力构建
协商文化完善制度的时候了。

工资指导价的发布，有可能给企业方
遏制职工工资增长“过快”提供了充分理
据。 但是职工要的，并非是超越市场价以

外的工资，只是希望尽可能与市场价相一
致，或者是差距不至于拉得过大。 职工的
要求合理，并不过分，企业方对此应当予
以理解。 生活成本的上升，迫使工人更加
在意到手工资的多少。 他们未必清楚在这
背后，企业还要在福利费用、保险费用等
方面投入相应的成本。 如果指责职工的
“漫天要价”，企业方先要检讨自己，信息
披露是不是够清楚全面？

工资指导价的发布恐怕会在一些行
业企业职工中引起一定程度的反弹，越是
劳动关系领域矛盾多的行业、企业，工会
组织越是要在推动集体协商成为一线职
工增加收入分配话语权、理性合法表达利
益诉求的重要途径方面发挥积极主导作
用，花心思和力气将集体协商引入到企业
文化体系中去，并真正使之变为企业处理
劳动关系矛盾的自觉行为。

5月 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在讨论确
定进一步简政放权、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类
别时，李克强总理痛斥某些政府机构：老百
姓办个事咋就这么难？政府给老百姓办事为
啥要设置这么多障碍？ 为此，李总理举了三
个例子， 其中之一：“一个公民要出国旅游，
需要填写 ‘紧急联系人’， 他写了母亲的名
字，结果相关部门要求他提供材料，证明‘你
妈是你妈’！ ”（5月 8日 光明网）

证明“你妈是你妈”，真实地反映了
老百姓办事难的现状， 正如李总理的斥
责：“这怎么能证明呢， 简直是天大的笑
话！ ”相关工作人员应该当场传授“秘诀”
给这位公民， 让其证明自己的妈就是自
己的妈。 而就在今年，李总理在两会政府
工作报告中说道：“大道至简， 有权不可
任性。 ”很显然，证明“你妈是你妈”为百
姓办事设置了关卡，折射出权力任性，这

与中央要求背道而驰。
同时 ，证明 “你妈是你

妈”， 正是当前某些政府部
门庸政懒政的缩影，从网友
的吐槽中可见一斑。 “煦风
行云”： 我小孩出生不久想
改个名字，改了 7 年，上小
学一年级时才改好，要学校
出证明 ，地方 、乡镇 、派出
所、公安局资料证明半寸厚，为何老百姓
办事就那么难？ “品质生活”：最让我想不
通的是现在退休工人每年都要去社保签
到，还必须本人去，我妈妈脑血栓，生活
不能自理，我必须用轮椅把她推去，真不
知道这条规定是谁定的， 真是太不人性
化了。 ”普通百姓在面对类似不人性化的
规定、“奇葩”要求时，也只有“哑巴吃黄
连，苦在心中”了。

对于证明“你妈是你妈”，政府部门应
该有所反思：若要实实在在的为百姓服务，
非得下一番真功夫不可。 首先，要强化为民
服务意识，把自身放在“公仆”的位置上；其
次，要及时“瘦身”转变职能，简少不必要的
环节；同时，提升创新能力，敢于打破旧框
框。 假如还是抱着手中的权力，把自己放在
高高的位置上，还会出现如证明“你妈是你
妈”，证明“你爸是你爸”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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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指导价为劳资博弈提供了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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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发布工资指导价位：
本科生平均月薪 6505元

如何证明“你妈是你妈”

【我省发布工资指导价位 ：本科
生平均月薪 6505 元 】12 日，省人
社厅发布“2014 年广东省人力资源
市场工资指导价位”。按统计情况，
本科生最高月薪指导价位为 25778
元，平均月薪指导价位是 6505 元。
调查显示，粤企人均人工成本为
6.16 万 元 / 年 , 其 中 制 造 业 为
57422 元 / 人·年。

KuangX_ 波： 完全连后腿都没
摸到，更别说拖后腿了。

宫本笑外：指导而已，不是强制
标准。

静心的小张： 这年头找工作，真
较真起来不看别的就看你能不能干
活，干多少活拿多少钱。

【惠州：申请公租房家庭选房不受
时间限制】11 日，惠州市住房与城乡
规划建设局迎来惠州实施无房职工
和异地务工人员公租房分配动态化
管理以来的首次分房。通过资格审核
公示的 20 户职工家庭中有 10 户完
成选房，另有 10 户将择日再选。据介
绍，动态化分配致使时间上比较灵
活，满足条件的申请职工有空就能来
选。

深圳工人文化简辉 ：十户 ，太少
了点。 但多少是在起步。 大家可以认
真申请，认真监督分配。

爆叔：能不能向真正需要的弱势
群体倾斜一些呢？

笑脸对小脸： 这个政策真不错，
有需要的赶紧去申请呀！

【国务院发话，9 月 3 日至 5 日连
休 3 天！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国务院
13 日发文，为使全国人民参与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活动，9
月 3 日全国放假 1 天。特作如下调
休：9 月 3-5 日调休放假，共 3 天。其
中 9 月 3 日（星期四）放假，9 月 4 日
（星期五）调休，9 月 6 日（星期日）上
班。

青山老农官微：对于这假期，加班
狗只想呵呵！

梦梦-Y：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
铭记牺牲的烈士用鲜血为我们换来
今天的生活。

我是老兵： 我估计很多想要出去
玩的人都忘了，这是胜利日，也是许
多抗战老兵开始被遗忘的日子，留一
天给那些曾经为这个民族奋战的老
人不好么？ 这一天欢庆胜利的时候是
不能忘记他们的。 希望这一天能够成
为“抗战老兵节”！ （孙科琳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