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评

华

时

8要 闻2024年11月13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黄丽莉 连传芳 林思雨
视觉编辑：吴光涵

地址：三明市列东红岩新村41号 邮政编码：365000 电话：值班室8222369 总编室：8258176 8288267 报刊编辑部：8222206 8252044 新闻部：8223880 财务室：8258178 订报电话：8250777 印刷厂业务科：8317926
三明日报广告公司：8223675 8241672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3504004000015 发行：8250777、各县（市/区）发行站 印刷：三明日报社印刷厂（地址：三明市三元区新市南路166号） 开版：对开8版 定价：月价37.2元 零售每份1.5元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87275327 福建省新闻出版局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投诉举报电话：0591-87558447 三明市新闻出版广电局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投诉举报电话：0598-8225028 三明市融媒体中心投诉举报电话：0598-8586725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2025年部分节假日安
排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
2024年11月修订的《全国年节及纪
念日放假办法》，自2025年1月1日
起，全体公民放假的假日增加 2
天，其中春节、劳动节各增加 1
天。据此对放假调休原则作进一步
优化完善，除个别特殊情形外，春

节自农历除夕起放假调休8天，国
庆节自 10 月 1 日起放假调休 7 天，
劳动节放假调休5天，元旦、清明
节、端午节、中秋节分别放假调休
或连休3天 （如逢周三则只在当日
放假），国庆节放假如逢中秋节则
合并放假8天。

按照上述原则，现将2025年元
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
节、中秋节和国庆节放假调休日期
的具体安排通知如下。

一、元旦：1月1日（周三）放

假1天，不调休。
二、春节：1月28日（农历除夕、

周二）至2月4日（农历正月初七、周
二）放假调休，共8天。1月26日（周
日）、2月8日（周六）上班。

三、清明节：4月4日 （周五）
至6日（周日）放假，共3天。

四、劳动节：5月1日 （周四）
至 5 日 （周一） 放假调休，共 5
天。4月27日（周日）上班。

五、端午节：5月31日（周六）
至6月2日（周一）放假，共3天。

六、国庆节、中秋节：10 月 1
日 （周三） 至8日 （周三） 放假调
休，共8天。9月28日（周日）、10
月11日（周六）上班。

节假日期间，各地区、各部门
要妥善安排好值班和安全、保卫、
疫情防控等工作，遇有重大突发事
件，要按规定及时报告并妥善处
置，确保人民群众祥和平安度过节
日假期。

国务院办公厅
2024年11月12日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2025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

《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
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及 2025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12日公布。就社
会各方面关心的问题，有关方面负
责同志接受了记者采访。

问：此次修改的主要背景是什么？
答：《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

法》制定以来，先后于 1999 年、2007
年、2013 年进行修订。随着经济社
会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服务业
比重不断上升，生产效率不断提高，
客观上为增加假期时长提供了基
础，也相应提出了要求。同时，广大
人民群众对于增加假期的呼声也十
分高涨，近年来相关部门通过全国
两会提案建议、网络媒体、专题调研
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整理群众意
见建议，为修改放假办法作好准
备。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专门
作出部署。

问：此次修改的总体考虑是怎
样的？

答：优化节假日安排，涉及历史
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产业
结构变化、全社会劳动效率、群众休
息休闲需求等多方面因素，直接关
系每个人的休息和每个单位的运
行，不同群众、不同方面的诉求不尽
相同，需要统筹考虑，求得全社会

“最大公约数”。这次修改，主要有
以下考虑：

总体稳定。多年来，我国形成
了长短假期搭配、传统节日放假兼
顾考虑的假期安排格局，宜渐进式

优化节假日放假安排，保持经济社
会有序运转。

适度增加。随着经济社会发
展、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优化节假日
安排首先要考虑满足群众休息休闲
需要，还可以通过休闲时间的增加

“充电”“加油”，推动提高生产效率，
并扩大消费、推动服务业发展。

优化结构。春节、劳动节、国庆
节等长假和中长假，是群众探亲出
游的高峰，要在增加的假期中优先
充实和保障，并统筹考虑其他短假
期，尽可能给群众更多的出行和休
假选择。

顺应民意。广泛收集、多方听
取群众意见和诉求，认真研究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等意见建议，努力让
放假安排更好回应社会各方面诉求
和呼声。

问：修改后的我国节假日总体
情况是怎样的？

答：修改前我国全体公民放假
的节日是 7 个，共放假 11 天。此次
修改后，7 个节日共放假 13 天。其
中，春节4天（除夕至初三），通过调
休放假至少 8 天，较原来增加 1 天；
国庆节3天（10月1日至3日），调休
形成7天假期；劳动节2天（5月1日、
2日），调休放假5天，较原来少调休
1天；元旦、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
各1天，除逢周三外，结合与相连周
末调休，形成3天假期。

问：此次修改有哪些关键点？
答：这次修改，主要体现在五

方面。
假期总量增加。全体公民放假的

假日增加2天，即农历除夕、5月2日，
放假总天数由11天增加至13天。

除夕纳入放假。近些年，除夕
主要靠调休或者灵活休假进行保
障。除夕是全体中国人特别看重的
传统节日，此次将除夕纳入法定节
假日，通过制度化方式保障群众更
好团圆过年，更好享受传统节日。

春节假期延长。增加后春节放
假 4 天（农历除夕、正月初一至初
三），放假调休8天。在除夕逢周五
时，与周末顺连还可实现放假9天，
例如2027年。春节时间延长且更加
固定，大家能更好地安排探亲休假。

五一调休减少。“五一”季节较
好、适宜出游，假期增加到2天、加上
2天周末，只需要调休1天即可形成
5天假期。

明确调休原则。多年实践中，
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调休原则。此次
将调休原则进行明确和公布，可以
进一步稳定各方面预期，群众可以
对照原则自行规划安排未来假期。

问：大家对调休十分关注，请问
调休是怎样安排的？

答：我们注意到，当前各方对是
否调休意见不一。客观地看，调休
在保障居民探亲、旅游休闲等需求
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同时也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此
次结合增加法定节假日天数，对调
休安排作了尽可能的优化。

明确调休原则。除个别特殊年
节外，春节自农历除夕起放假调休
8 天，国庆节自 10 月 1 日起放假调
休 7 天，劳动节放假调休 5 天，元
旦、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分别
放假调休或连休3天 （如逢周三则
只在当日放假），国庆节放假如逢
中秋节则合并放假 8 天 （2025 年、
2028年就是这样）。

优化调休安排。办法明确，全
体公民放假的假日，可合理安排统
一放假调休。除个别特殊年节外，
法定节假日假期前后连续工作一般
不超过6天。

问：对于优化节假日安排，下一
步有哪些工作考虑？

答：优化节假日安排，涉及经济
社会方方面面，涉及企业群众生产
生活安排，需要统筹谋划、有序推
进。相关部门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协同落实节假
日高速通行免费政策、铁路民航增
加运力等工作，引导有关企事业单
位合理安排生产经营活动，确保相
关政策平稳顺利落地。特别是，积
极推动带薪年休假制度进一步落
实，让群众在法定节假日之外，通过
年休假实现更加充分和灵活自主的
假期安排。同时，相关部门也将密
切关注人民群众诉求，根据经济社
会发展实际，不断推进节假日安排
更加科学合理，更好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放假办法修改及2025年部分节假日安排六问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
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
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以下简

称《决定》），自2025年1月1日起
施行。《决定》共2条，主要规定了
以下内容。

一是全体公民放假的假日增加2

天，即农历除夕、5月2日，增加后春
节放假4天（农历除夕、正月初一至初
三），劳动节放假2天（5月1日、2日）。

二是全体公民放假的假日，可

合理安排统一放假调休，结合落实带
薪年休假等制度，实际形成较长假
期。除个别特殊情形外，法定节假日
假期前后连续工作一般不超过6天。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
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

11 月 12 日，在江
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丁
伙镇新庄村，农机手
驾驶收割机收割水稻
（无人机照片）。

初冬时节，我国部
分地区的晚稻陆续成
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
收获景象。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记者 戴小河）国家邮政局监测数
据显示，11月11日，全国邮政快递
企业共处理快递包裹7.01亿件，是
日常业务量的 151%，同比增长
9.7%。

自10月21日进入旺季以来，
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日均业
务量超5.8亿件。10月21日至11

月 11 日，全国共处理快递包裹
127.83 亿件，日均处理量是日常
业务量的125%。其中，10月22日
快递业务量达 7.29 亿件，刷新单
日业务量纪录。快递市场规模的
持续扩增反映了线上消费需求的
持续释放，更为持续扩大国内需
求、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势
头提供了有力支撑。

11月11日快递业务量7.01亿件
创历年“双11”当日新高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记者 叶昊鸣 王聿昊） 记者12
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交通运输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交
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行动计划》，
明确到2027年，交通物流降本提
质增效取得显著成效，社会物流
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力
争降低至13.5%左右。

根据行动计划要求，到 2027
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
更加完善，基础设施联网补网强

链深入推进，运输结构持续优化，
全国铁路货物运输周转量较2023
年增长 10%左右，港口集装箱铁
水联运量年均增长 15%左右，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等取得重大
突破，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
制”加快推广，货运组织效率大幅
提升，培育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领军企业，交通物流对现
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支撑作用更
加突显。

2027年我国交通物流
降本提质增效将取得显著成效

据新华社杭州11月12日电
（记者 齐 琪） 2014 年 6 月 至
2024 年 9 月，全国法院依法公正
高效审理各类生态环境资源案件
216.1万件，审结一系列标志性典
型案例，有力推动了生态环境法
治进程，提升了中国环境司法的
国际影响力。

据介绍，最高人民法院环境
资源审判庭成立十年来，人民法
院充分发挥生态环境资源审判职
能。2021年以来，全国法院受理一
审生态环境资源案件开始呈现下
降态势，涉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数
量降幅尤为明显，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更加规范有序，人民法院服
务、融入、促推国家生态环境治理
取得积极成效。

在健全生态环境资源审判体
制机制方面，2014年以来，全国
法院生态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
和审判组织从134个增至2400余
个，专业审判人员达 10700 余
人，全国已有30个高级法院及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成立环境资
源审判庭。同时，稳步推进生态
环境“三审合一”归口机制，促
进民事赔偿、刑事追诉、行政履
职依法衔接，生态环境司法保护
提质增效。

十年来全国法院审理各类
生态环境资源案件216.1万件

据新华社太原11月12日电
（记者 姜淏然 王学涛） 位于山
西省临汾市襄汾县的陶寺遗址博
物馆12日正式开馆，这是首次集
中系统地向观众呈现距今约4300
年至3900年的陶寺文明。

陶寺遗址是具备早期国家特
征的都邑性遗址，也是探索中华
文明起源的代表性遗址之一。陶
寺遗址博物馆是依托陶寺文化建
设的一座专题性遗址博物馆，展
厅面积约5000平方米，展出陶器、
玉器、骨器、铜器、漆木器等文物

230件（套）。此外，还专门设立了
“陶寺考古”展厅，再现陶寺遗址
正式发掘以来，考古历程和几代
考古学家为探索陶寺文明所做的
不懈努力。

聚焦“自然与文明之光”这一
主题，展览设有“文明蕴化”“煌煌
都邑”“早期国家”3个基本陈列单
元，2个专题展览和1个特色沉浸
式数字展，多角度、全方位、立体
式再现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形态，
深入阐释了陶寺遗址作为早期国
家都城的盛大气象和恢宏图景。

陶寺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
再现中华文明早期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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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
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该法将于明年6
月1日起施行。11日，教育部就学前教育法进行系统解
读，明确提出要坚决纠正幼儿园“小学化”等不规范办
园行为，引发社会共鸣。

距学前教育法正式施行还有半年多的窗口期。学
前教育各相关方面应充分用好这段时间，加快健全配
套政策。此外，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学前教育要反
思“起跑线”焦虑。

曾几何时，“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引
发了家长的教育焦虑，也导致幼儿园“小学化”。但人生
是一场马拉松，盲目地划定同一条一致的起跑线，只会
剥夺孩子们快乐的童年。

已经有不少现实案例告诉人们，“超前教育”给孩
子创造的“领跑”优势往往是暂时的假象，“拔苗助长”
催生的现代版“伤仲永”屡屡上演。“抢跑”的孩子不一
定跑得更远，“过度教育”带来的可能是孩子生理、心理
的过载，厌学情绪的堆积。

作为学前教育的主体，幼儿园的主要任务是让孩
子健康地成长、快乐地生活。法律为科学保教划出了

“禁区”红线，幼儿园应当在日常管理的各个环节防止
竞争压力、知识“加码”入侵儿童成长乐园。保教活动应
当以“儿童为本”，幼儿园要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根
据孩子的身心特点提供丰富多彩的教育方式。

此外，义务教育阶段也应顺势调整，取消“识字”和
“算数”的门槛，杜绝不合理的入学考试。做到真正的“零

起点”教学，保障每个适龄孩子的平等
受教育权，回归“有教无类”的本真。

教育是一项终生的事业，要立足
长远和未来，加强对孩子的兴趣培养、
品德教育，保障身心健康。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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