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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兵式旅游”走红之后，又冒出了“特种兵式学

习”。今年五一假期，文化和旅游行业复苏势头强劲，孩

子们见识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后，在归途的火车上赶作业

成了一种现象。“整列车厢回杭的娃都在赶作业”甚至冲

上了热搜。

假期适当安排一些作业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总有一

些老师“不放心”，于是就想通过布置大量作业，来倒逼学

生在假期里别忘了学习。老师的用意固然可以理解，这

种思维和做法却值得商榷。

老师不能人为窄化学习的概念。孩子的成长绝不止

于成绩，整个世界都是孩子学习的素材和课堂。学习不

能局限于书本上的知识，人生除了要看有字之书，还要多

读一些无字之书，而这正是设置假期、游历世界的深层次

意义。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疫情过后，趁着五一假期出门

远行，对于开拓孩子的眼界、丰富孩子的见识和完善其人

格，具有重要意义。寒暑假相对时间较长，或许学生还有

一定的安排调节余地，“五一”之类的小长假，也就短短三

五天时间。如果让孩子整天泡在作业堆中，还能有时间

好好玩耍吗？毫不夸张地说，小长假少布置点作业，让孩

子出门安心看世界，多长点见识胜于从书本上学知识。

在网友留言中，也不乏有善解人意的老师，为了让孩子们

过个愉快的小长假，基本上没啥作业，因此赢得了网友们

由衷的赞叹。

当然，事情也需要一分为二看待，高铁上的“特种兵

式学习”不能完全归咎于老师布置太多作业。即便老师

布置的作业很少，倘若家长和孩子缺乏统筹安排，玩得太

野就容易把作业忘掉，前几天玩得多嗨，现在补作业就有

多惨。这样的做作业法并不值得提倡。

“特种兵式旅游”基本上是自主选择的结果，而“特种

兵式学习”则应该尽力避免。火车的狭小空间，不是写作

业的场所，老师要尽量少布置一些固定的作业，家长也要

帮助孩子合理分配出游和写作业的时间。希望在假期尾

巴的火车上，能更多地听到孩子们对游玩的回味和感悟，

而不是一车厢“特种兵”在埋头奋笔疾书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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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每逢节假日，吐槽调休似乎

成了网友的习惯。这不，对“五一”假期调

休的吐槽还在耳边，对端午调休的吐槽又

开始了。

年年吐槽年年调休，还次次上热搜，

莫非大家的声音被忽视了？其实不是

的。放假制度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

僵化、一成不变，而是包容开放的。

年纪稍长的人应该清楚，曾经困扰社

会的不是所谓的调休，而是黄金周。1999

年我国将春节、劳动节、国庆节统一改成3

天休息，并首次采用与前后周末相连，拼

成 7 天长假的形式，至此黄金周正式登上

历史舞台。不过，在经历几年的政策红利

以后，黄金周的弊端也开始显现。

根据大家的意见，2007年国家对放假

办法作出修订：劳动节的假从 3 天改为 1

天，增加了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三个传

统节日，通过调休组成春节、国庆两个 7

天的长假和元旦、清明、五一、端午、中秋

五个小长假。

该次修改，一方面改善了法定节假

日的时间布局，一方面又兼顾了传统节

日的需求，当初同样也是叫好声不断。

可渐渐地，调休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特别是 2013 年的调休，总共涉及 9 个双

休，人们需要一次连上 8 天班，两次连上

6 天班，三次连上 7 天班。这一番“伤筋

动骨”，让调休产生的问题彻底暴露在公

众面前。

经历这次调休以后，有关方面在具体

放假安排上也进行了调整。有些假日，不

方便调的也就不调了。最近几年，强行拼

凑的假日少了一些，类似连上 8 天班的情

况基本消失不见。

可见，有关方面就如何放假一直在倾

听民意，不存在一意孤行的说法。调休本

身有利有弊，所以听取公众意见很重要。

这些年的实践表明，与社会良性互动是推

动进步的好办法，发现问题是解读问题的

第一步。年年调休年年吐槽，说明调休还

有调整的空间。下一步该怎么走，是部分

保留，还是一律取消，还是应该更多地倾

听公众的意见？这几年，放假方案数易其

稿，越来越人性化，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

互动的结果。

放假制度上的这些变化，以及左右

取舍衡量的过程也表明，不存在所谓绝

对完美的方案，如今的变化也是多年调

整的结果。人的需求是多样性的，社会

在进步，人的诉求也在改变。此一时彼

一时，相比于当年对长假的渴望，人们如

今更推崇轻松自如的休闲模式，而以后

也许又有新的变化出现，所以对假日的

调整永远只有进行时，没有固定式。重

要的是保持政策的灵活性，应时而变，有

所为有所不为，不能墨守成规。比如，刚

过去的“五一”长假，虽然也是被网友吐

槽不断，但大体上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而类似今年清明、端午这样的情况，不调

休也完全可以接受，不一定非要凑个小

长假出来。

另外，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所谓的

调休本质上是腾挪，并不是法定节假日的

增量。而调休方案就那么几种，在取消与

保留之间，可调的空间并不大。有得就有

失，有好处就有坏处，与其吐槽调休，不如

建议适当增加休假日天数，这样也免去了

调休之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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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一”小长假，各地景区呈现“人从众”的场

面。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一些争议性问题，比如，安徽黄

山景区的“厕所化身酒店”，大量游客躺在厕所走廊过

夜；4名游客在桂林木龙湖景区检票处要求免费入园上

厕所，与检票人员发生语言冲突；山东招远“单手拿起

50 斤金砖就送”⋯⋯一系列事件的相关视频在网上发

布后，当地相关部门也都及时作出回应。

官方能及时回应，表明了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的态

度。新媒体环境下，突发事件发生后的舆情应对与舆

论引导能力，是考量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无论是“好事”，还是“丑事”“未决事”，及时有力回应网

民关切，体现的都是为民服务的理念。因此，回应网民

有关问题时，必须客观清晰，经得起民众的监督和检

验。

但一些地方在回应网民关切时，没有把问题说到点

子上，从而引发网民的质疑。例如，对于有网友发布视

频称，黄山风景区光明顶上的“厕所化身酒店”的问题，

当地有关部门回应称，黄山风景区五一期间接待的游客

与预约情况基本一致，并未出现超限接待的情况。这种

回应显然没有说出“厕所化身酒店”的真正原因。

对于游客的质疑，及时回应，表明相关部门接受民

众监督的态度是好的。如果景区发生问题后，轻视舆

情引导，信息发布不及时，信息公开不充分，或是怕媒

体、躲媒体、甩责任，从而造成应对失当，就会丧失舆论

引导的主动权。

话说回来，有的回应虽然受到一些质疑，但不是绝

对的坏事。相关地方和部门可以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和

建议，从网民的质疑中吸收精华，找出一些解决问题的

办法，提高当地旅游景区的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旅游

环境，更好地为游客服务。

因此，“回应”频上热搜，光是及时还不够。作为景

区和相关管理部门，还是要把平时的工作做深做细，对

重要节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和问题进行认真摸排，

制定各种预案，尽量让问题早发现、早处理，而不是等

到出现问题或者事情闹大后，才去被动地回应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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