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缘木求鱼】

姑息养奸， 奸者固然

可恨，但“饲养员” 们

也荣光不到哪去，其

做法， 终非治病救人

的仁者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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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不武】

尊重和保障公民的休

息权， 就应当摒弃

“加班为荣” 的上班

文化。

周六禁休令涉嫌侵犯公民休息权

刘武俊

近日

，

陕西省延安市政府办以面

对

“

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严峻复

杂形势

”

为由下发通知

，

要求市领导以

及市政府办

、

发改委等至少

30

个市属

部门单位在

9

月底前暂取消周六休

息

，

正常上班

。

其他部门和单位因工

作需要周末加班的

，

也要取消休息

，

不

得贻误工作

。

坦率地讲

，

以面对

“

经济下行压力

持续加大的严峻复杂形势

”

为由强令

取消机关公务员的周六休息权

，

不仅

是念错了经

，

而且涉嫌侵犯公民受宪

法和法律保护的休息权

，

一纸地方红

头文件就敢与宪法和劳动法

、

公务员

法公开叫板

，

与依法行政的理念背道

而驰

。

公民的休息权包括双休日的休假

权是受宪法

、

劳动法和公务员法保护

的

。

我国宪法

、

劳动法和公务员法等相

关条款均对休息权有明确规定

。

按照

公务员法

，

公务员实行国家规定的工

时制度

，

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休假

。

公务

员在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的

，

应当给

予相应的补休

。

延安市政府于法无据

的一纸文件

，

就敢取消公民的双休日

休假制度

，

且无补偿办法

，

甚至还敢举

起行政问责大棒

，

要求

“

对相关部门单

位周六上班情况开展不定期检查

”，

真

是岂有此理

。

延安周六禁休令的理由牵强附

会

，

甚至显得滑稽

。

以面对

“

经济下行

压力持续加大的严峻复杂形势

”

为由

强令取消机关公务员的周六休息权

，

显然是念错了经

。

假若是这段时间

，

延

安遇上抗洪抢险等重大突发性事件临

时暂停休假

，

理由还是能站得住脚的

。

而以所谓

“

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

严峻复杂形势

”

为由

，

简直是乱弹琴

，

周六上班就能解决经济下行的压力

吗

？

周六上班就能促发展

、

稳增长吗

？

劳动者不是只会劳动的机器

，

而

是享有休息权的公民

，

机关干部也是

劳动者

、

也是公民

。

尊重公民的休假权

是宪法宣示的

“

尊重和保障人权

”

的应

有之义

。

中共中央

、

国务院曾印发了

《

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

》，

强

调切实保障职工休息休假的权利

。

尊重和保障公民的休息权

，

就应

当摒弃

“

加班为荣

”

的上班文化

，

严格

规范加班行为

，

遏制朝九晚

“

无

”

现象

。

其实不少加班是缘于正常上班时间办

事效率低下拖拉

，

能在上班时间办妥

的事情非得拖拉扯皮加班加点来掩饰

效率问题

。

加班现象的产生

，

主要是工

作时间

、

工作效率与工作任务三者关

系不协调所致

。

在工作任务一定的情

况下

，

工作效率的高低往往决定了工

作时间的长短

。

关键是要向八小时要

效率

、

出成绩

，

加班加点只是特殊情况

下的应急措施

，

而不应该成为常态

。

更

新工作理念

，

提高工作效率

，

提升工作

能力

，

转变工作作风

，

才是解决加班问

题的正道

。

尊重公民休假权

，

就必须构建适

度劳动制度

。

劳动必须适度

，

过度劳动

是不符合人性的

。

毋庸讳言

，

我国当前

处于亚健康

、

过度劳动的人群已经是

相当大的群体

。

在

“

过劳死

”

悲剧时有

发生的今天

，

我们必须正视日趋普遍

的劳动者过度劳累的现实问题

，

有必

要尽快达成适度劳动的社会共识

，

大

力倡导适度劳动

，

构建适度劳动制

度

，

完善适度劳动的法律保障

，

维护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

要进一步完善劳

动法

、

劳动合同法

、

安全生产法

、

职业

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

以适度劳

动为核心

，

以保障劳动者生命健康为

本

，

制定合理的劳动定额标准

，

完善

劳动者工时标准制度

，

落实劳动者合

理的休息时间和休假时间

，

健全对违

法违规延长劳动时间的用人单位的追

究机制

。

尊重和保障公民的休息休假权

，

就有必要制定专门的

《

公民休息权

法

》，

依法落实宪法

、

劳动法

、

公务员法

等关于公民休息权和休假权的法律规

定

，

将公民休息休假纳入法治轨道

。

目

前有关休假的法律规定散见于劳动

法

、

劳动合同法

、

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

法规中

，

有必要为公民休假专门制定

一部行政法规乃至法律

，

让休假权的

保障真正有法可依

。

诸如

，

在法律中明

确提出公民有休息和休假的权利

，

任

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侵犯公民的休息

休假权

。

进一步完善对限制和剥夺公

民休息休假权的法律责任制度

。

延安周六禁休令折射出少数地方

领导依法行政意识的淡薄

。

希望有关

部门依法认真审查延安周六禁休令

，

广泛听取当地干部的民意

，

吸取教训

，

切实尊重和保障机关干部的休息权和

双休日制度的权威性

。

期望延安周六

禁休令事件

，

能够倒逼公民休息权法

尽快提上立法机关的议事日程

，

进一

步从立法层面健全休假法律法规制

度

，

为公民休息权和促进全社会依法

休假提供法律保障

。

（作者系《中国司法》杂志总编）

姑息养奸

木木

在中国人的文化特质里

，“

矛盾

”

几乎无处不在

，

闲了

，

东寻西觅着撷

取

、

把玩一番

，

就会发现几乎个个都闪

烁着

“

辩证

”

的精光

，

往往让人难以直

视

———

非要较了真地看个仔细不可

，

就难免要被晃得眼花脑胀

，

莫辨东西

。

比如

，

前辈们每每提醒后学要认

真对待小失误

、

小缺点的时候

，

总会搬

出

“

千里之堤

，

溃于蚁穴

”

的大道理来

强化一番

，

以引起对方的重视

。

没错

！

蚁穴足以溃堤

。

因此

，

哪怕是不起眼的

小问题

、

小毛病

，

都要打起十分的精气

神

，

周密筹措

，

认真对待

，

否则

，

就很有

可能导致难以收拾的局面

。

不过

，

当稚嫩的晚学们秉承了前

辈的教导

，

盯死了

“

癣疥之疾

”

准备大

加挞伐一番的时候

，

又往往有人

“

倏

”

地冒出来

，

很

“

另类

”

地指教一番

，

教训

到最后

，

一般就会搬出

“

多行不义必自

毙

”、“

姑且看他

”

的老故事来强化效

果

。

毕竟老祖宗的光荣事迹总是很有

说服力

，

被拒绝的概率就小之又小

。

问题就来了

：

面对一些似乎无足

挂齿的

“

小事

”，

到底是遵了

“

千里之

堤

，

溃于蚁穴

”

的古训

，

防微杜渐

，

对

“

小事

”

施以重手呢

，

还是循了

“

多行不

义必自毙

”、“

姑且看他

”

的路径

，

睁一

只眼

、

闭一只眼

，

就很有点儿让凡夫俗

子们难措手足了

。

该左该右

，

奥妙似乎

深邃得很

，

没有一片玲珑心

，

大概很难

想得明白

。

都说中国人聪明

，

都说中国文化

博大精深

，

想来绝非妄言

，

总被这种难

度凌驾于

“

奥数

”

之上的问题

“

烤

”，

估

计想不聪明也难

。

但聪明人有聪明人

的痛苦

，

简单者有简单者的快乐

。

在办与不办

、

什么时候办

、

怎么办

上琢磨的时间太长了

，

小事往往总会

拖成大事

、

难事

，

再想解决

，

成本难免

就要大很多

。

不过

，

这或许正遂了聪明

人的愿

，

为难小人小事

，

似乎总有点儿

好说不好听的感觉

，

再有围观的一起

哄

，

自己就先不好意思起来

，

总觉得心

虚

，

胜之不武的行为

，

也显不出聪明人

的本领

，

于是

，

把小事拖成大事

，

倒是

很自然的理性选择了

。

在这方面

，“

老外

”

许多时候就简

单

、

直白得多

，

虽然在

“

古文明

”

的眼

里

，

如此做派有失浅陋

，

但解决问题的

效率毕竟很高

，

也不失为一种活法儿

。

而且

，

现代社会最讲究效率

，

古君子之

风大多早被丢到爪哇国里去了

；

大家

都直白

，

你偏文绉绉

，

在众人的眼里

，

往往就显得特别各色

。

近日

，

有媒体报道

，

在

7

月

12

日由

广州飞洛杉矶的飞机上

，

一名华裔旅客

大发脾气

，

在飞行途中攻击

、

辱骂

、

恐吓

乘务员并损坏客舱设施

，

机组人员被迫

报警

。

航班在洛杉矶落地后

，

早已等候

在廊桥的警察登机进行调查

，

认为事态

严重

，

随后将案件移交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

继续进行调查审理

。

一件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几乎无

足挂齿的小事情

，

居然就惊动了大名

鼎鼎的

FBI

，

如临大敌的样子

，

大约足

以让许多中国人禁不住要拍案惊奇

了

。

也是

，

类似的

“

毛毛雨

”，

在中国

，

还真达不到

“

事儿

”

的程度

。

只要没把

人打出毛病

，

没把飞机搞掉下来

，

大

约都好商量得很

；

虽然这两年

“

警察

叔叔

”

比原来要

“

严肃

”

了许多

，

但遇

到这种

“

毛毛雨

”，

似乎也不过关几

天

、

罚点钱了事

。

这大约就是文化的力量

。

文化不

同

，

眼里的世界就一定不同

，

应对的办

法也必定大有不同

。

不肯把

“

小事

”

当

小事的人

，

许多时候

，

就用不着为不期

而至的大事犯愁

；

而总把

“

小事

”

当小

事

，

甚至习惯了

，

把大事也当做小事看

待

，

就难免要经常困于大事的骚扰了

。

辩证法大约就是这样发挥作用的

。

不过

，

要想让中国人变了脾气

，

也

在

“

小事

”

上经常性地较较真

，

大约就

很难

，

估计这就要感谢当年那位郑伯

，

其算计亲弟弟的心思深不可测

，

最终

既赚了面子

，

又赚了里子

，

后人仰视

着

，

就很难不心向往之

。

但是

，

连亲弟

弟都能如此算计

，

旁人看了

，

或许就难

免要后背发凉

。

姑息养奸

，

奸者固然可

恨

，

被打

、

被杀也实在是罪有应得

，

但

“

饲养员

”

们似乎也荣光不到哪去

，

其

做法

，

终非治病救人的仁者之道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经济钩沉】

在中国历史上， 私人

铸钱的情况曾经数次

出现， 有的甚至是被

政府鼓励的， 然后再

被禁止。

政府差钱 私人铸币

王国华

从现代人的视角看

，

私人造币是

违法行为

。

但在中国历史上

，

私人铸钱

的情况曾经数次出现

，

有的甚至是被

政府鼓励的

，

然后再被禁止

。

其中原因

复杂

，

非是一言能尽

。

《

汉书

》

中记载了私人铸钱的两个

重要案例

。

虽只有短短一句话

，

信息量

却不小

。 “

吴以诸侯即山铸钱

，

富埒天

子

，

后卒叛逆

。

邓通

，

大夫也

，

以铸钱

，

财过王者

。

故吴

、

邓钱布天下

”。

这两个

人

，

一个是吴王刘濞

，

一个是大夫邓

通

。

前者割据一方

，

在矿山附近铸造钱

币

，

广有财富

，

堪比皇帝

，

后因叛乱被

杀

；

后者是汉文帝的宠臣

，

文帝身上长

了毒疮

，

邓通常常用嘴为文帝舔舐创

口以减轻疼痛

。

一个自称会相面的人

说邓通注定贫饿而死

。

文帝想

，

一个人

的贫富由我决定

，

我让他富他就富

，

我

让他穷他就穷

，

我还改变不了邓通的

命运吗

？

于是文帝下令把四川的一座

铜山赐给邓通

，

让他铸造钱币

。

邓通这

段经历让其成为后人艳羡的对象

。

明

人著作

《

金瓶梅

》

中提到男人应该具备

的

“

五要素

”

之一

，

便是

“

像邓通一样广

有钱财

”。

可惜汉景帝即位后没收了邓

通的全部家产

。

晚年的邓通只好寄居

在别人家中

，

至死一文不名

。

果然应了

那位相面者的话

。

刘邦夺取了秦朝的江山

，

采取较

为宽松的经济政策

，

允许私人铸钱

，

“

为秦钱重难用

，

更令民铸钱

，

一黄金

一斤

，

约法省禁

（

即法令简约

，

刑网宽

疏

）”。

他这么做也许是为了解决货币

不足

，

也许为了藏富于民

。

又或许

，

是

为了增加社会财富

。

那时还没有系统

的经济理论

，

主政者头脑相对简单

，

认

为

“

有钱就有财富

，

铸钱相当于平地抠

饼

”

也未可知

。

私人铸钱名曰

“

私人

”，

但从刘濞

和邓通的身份来看

，

门槛还是比较高

的

，

甚至有点半官方性质

。

这是因为

，

铸钱不像现在印钞票那样一本万利

，

它有一个最基本的标准

：

钱币的重量

要和本身价值相当

。

一个铜钱

，

即使砸

掉卖铜

，

价格也和一个铜钱差不多

，

就

算有点盈余

，

差别也不能太大

。

个别时

候

，

铜钱的制作成本加上本身价值甚

至高过币值

。

造一文钱

，

成本可能是两

文钱

。

私人铸钱

，

大概需要以下几个条

件

：

一是朝中有人

，

手中有资源

，

非富

即贵

，

非豪即强

。

万一出了事

，

上面有

人顶着

。

二是能承担巨大的前期投入

，

买铜

、

找矿

，

雇佣铸工

，

都需要钱

。

三是

要有一定的社会担当

，

在拿到一定利

润的基础上

，

尽量让钱币足斤足两

，

制

作要精美一些

。

据说邓通所制铜币光

泽好

，

分量足

，

厚薄匀

，

质地纯

，

从不在

铸钱时掺杂铅

、

铁等金属

，

因而成为当

时国民非常信任的流通货币

。

这样一分析

，

我们可以把铸币者

分为三类

。

一类是官府

。

官府制造钱

币

，

多数是为便利流通

，

一般情况下

，

质量更好一些

。

大金国阜通

、

利通两个

造钱处每年铸钱十四万余贯

，

花费达

到八十余万贯

，

虽然少不了贪污

、

渎职

带来的亏空

，

但也可见其不计成本

。

二

是得到中央认可

，

甚至是受委托的私

人制造

。

除了刘濞

、

邓通外

，

隋朝开皇

十年

，

隋文帝杨坚诏令自己的儿子晋

王杨广

，

命其在扬州设立五炉铸造钱

币

。

开皇十八年

，

再诏令汉王杨谅在并

州

（

今太原一带

）

设立五炉铸造钱币

，

还诏令蜀王杨秀在益州

（

今成都一带

）

设立五炉铸钱

。

这虽也是私铸

，

但钱币

质量总体过关

。

还有一类

，

就是纯为盈

利的私铸了

，

这些人有一定的财力

，

但

唯利是图

，

见缝插针

，

不计后果

。

他们

私铸的钱币能减轻重量就减轻重量

，

能掺假就掺假

。

西汉名流贾谊曾上书

要求禁止私人铸钱

，

原因之一就是

“

铸

钱之情

，

非淆铅铁及石杂铜也

，

不可得

赢

”，

不掺假就不挣钱

，

制造者便拼命

往里面添加铅

、

铁等杂质

。

这样做的后

果

，

富了私铸者

，

对百姓并没什么好

处

。

后世的王夫之明白地指出

：“

夫能

铸者之非贫民

，

贫民之不能铸

，

明矣

。

好富者益以富

，

朴贫者益以贫

……”

（作者系深圳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