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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公务员”如何休假

干活累了就要休息， 工作一段时间就需要休假

来调整身心，这是人之常情。那么，我国古代的“公务

员”是如何休假的呢？

我国古代的公职人员，有清晰休假记载的，当始

于汉代。《汉书·万石君传》记载：每

5

日洗沐归谒亲。

所谓“洗沐”，唐《初学记》解释得十分清楚，休假亦曰

休沐。西汉官吏每

5

天就有

1

天休息时间。“洗沐”的

意思是， 这些天里可以洗衣、 沐浴或者打扫一下卫

生， 让身心得到休整。 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隋唐时

代。除了五日一休之外，西汉时期每到夏至或冬至的

时候，官员也都可以休一天假，这算是我国最原始的

节假日了。

到了唐代，这种情况有所改变。 唐永徽三年，因

为国事频扰，朝廷改“五日休沐”为“十日休沐”，这就

是古书上说的“旬休”。 每月上旬、中旬、下旬各休息

一天 ，又称作 “浣 ”，即洗沐之意 ，从此假日又有了

“浣”的称谓。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道：“十旬休假，

胜友如云。”这便清晰记录了当时一个趁“十旬休假”

而举行的聚会。 在当时，“旬休”制度十分严格，凡三

品以上官员，休假前要“告假”，假期满后要到衙门

“销假”，否则就要扣发一个月的俸禄，甚至罢官。 苏

轼曾在京城汴梁

(

今河南开封

)

做官，他的工作能力

特别强，一个月的任务他十天就能轻松完成，剩下的

时间就是盼望“旬末”，好外出观光旅游。

在唐宋时期，除了日常休假外，节假日也有所增

加，春节和冬至都要放

7

天假，其余还有

1

天、

3

天

或

5

天不等的小节庆假期，合计法定假日有

110

天。

苏轼就经常利用春节、 寒食和冬至的长假外出游山

玩水，他的许多佳作都是在旅途中完成的。

元代统治者并不重视假期， 官府认可的假期只

有

16

个节庆假日，其余时间不能休息。

到了明清两代，“公务员”更辛苦了。明代开国皇

帝朱元璋是个“工作狂”，经常工作到夜里三更。官员

多次提出恢复前朝的休假制度都被朱元璋否决了。

朱元璋规定公职人员的“旬假”取消，假期一年只有

3

天，分别是春节、冬至和皇帝生日。 朱元璋死后，朝

廷接受“民意”，公务人员的假期逐渐增加，在三个假

日的基础上增添了寒假， 并将春节和寒假的假期均

延长至一个月。

清朝前期的休假制度基本上沿袭了明朝， 后期

开始发生变化。 鸦片战争以后， 西方人大量进入中

国，他们每星期休假一天，对国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1910

年，清政府逐渐确立了星期天为公休日的休假

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延续了每周工作六天休息

一天的制度， 上班族所有的家务， 都要放在周日去

做。 那时流行一个说法：战斗的星期天，疲劳的星期

一。到

1995

年

5

月

1

日，我国实行“双休日”，即国家

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统一的工作时间，星期六和星期

日为周休息日。

2008

年后，元旦、清明节、劳动节、端

午节、中秋节、国庆节都纳入法定假期，公务员每年

双休日

104

天，加上

11

天法定节假日，实际假期为

115

天。 刘 炯

针对教育部最近发布的 《关于进

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

工作的实施意见》， 新华社驻洛杉矶、

东京、新加坡的多位记者撰文，介绍当

地小升初的实际情况和问题所在。

美国：压力在学校

美国的公立初中和小学是衔接配

套的， 在多数城市， 只要学区不是太

差， 美国家庭一般都会选择让子女就

近上免费公立学校， 学区内的小学生

一般都能顺利升入初中。 除了一些特

殊的 “明星中学” 或门槛特别高的学

校， 美国多数学区内初中的教学水平

差异并不太大。

而这平淡无奇的顺次升学程序背

后，却反映着美国的教育哲学。 洛杉矶

阿凯迪亚学区的王老师说， 美国初中

和小学教育体系强调的是降低学生不

必要的压力。

就学生们参加的加州标准测试而

言， 其结果对学生小升初几乎没有任

何影响，而是影响学校优劣的评估。 这

样， 提高学生综合水平以及学业成绩

的压力就从学生身上转移到了学校。

当然， 美国小升初也会对孩子们

的成长产生一些特别的影响。 在美国

多数学区内，高中最少，初中多些，小

学最多。 每所小学都有对接的初中，每

所初中也有对接的高中。 各小区对应

什么小学、初中和高中，包括师生基本

情况、 学生总体成绩水平等信息的学

校报告都是公开的，真要“择校”可以

参考这些数据信息。

这意味着小学同学多是从小一起

长大的“发小”。 他们每天泡在一起，关

系亲密。 小升初时，几个小学的孩子都

集中在一个初中， 学校的规模一夜之

间翻了几倍， 与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相比，孩子们接触到更多的陌生人，另

外，从小学里的“老大”变为初中学校

里的“老小”，孩子们心里也面临一定

压力。

因此，从五年级

(

或六年级

)

下半学

期开始，不少学校会作一些准备，帮助

孩子适应即将到来的环境转变和从小

学生到初中生的身份转变。 其中最重

要的是组织学生到中学参观， 与中学

师生见面，并听取对中学课程、课外活

动等方面的介绍。

事实上， 如果选择就读一般美国

公立初中，不要说小升初不成问题，就

连新移民或新搬到一个学区的插班生

也不成问题。

日本：“家长的考试”

在日本，小学升初中不硬性划片，

但竞争十分激烈， 被称为 “家长的考

试”。 自从经济高速增长期以来，日语

就有“教育妈妈”这一词汇，指那些热

心孩子教育的家庭主妇， 后来又衍生

出“教育爸爸”一词。

为升入理想学校，日本小学生从

4

年级、最晚不迟于

5

年级开始补习，在

补习班学习学校没有教授过的内容。

由于竞争激烈，近年甚至出现了针对

1

至

3

年级小学生的小升初补习班。

这种补习花销庞大， 甚至超过中

考、高考补习班。 如果报名日能研、四

谷大冢或

SAPIX

等知名补习班，一个

孩子

3

年总共开销约

230

万日元

(

约

13.64

万元人民币

)

。虽然中小规模的补

习班费用要便宜一半， 但还是知名补

习班更受青睐。

日本家长和孩子苦苦奋斗， 只为

进入选拔制学校。 日本中学分国立、公

立还有私立三种。 大部分公立中学实

行“学区制”，即根据学生家庭住址来

划片直升，不考试。

私立、 国立和部分公立中学则是

选拔制学校，通过“学测”和“体测

(

运

动能力测试

)

”等选拔学生。 这种学校

原则上不受学区限制、 但不建议居住

较远的孩子报考，还设定“通学时间上

限”。 学校一般要求，学生从父母或监

护人住处上学， 防止孩子因择校而离

开父母寄居别处，影响“亲子教育”。

实行选拔制的学校更受青睐 ，因

为公立学校师资和学生素质参差不

齐。 更重要的是，这些学校基本是初高

中一贯制，即初中直升本校高中，并且

与相关大学之间有稳定联系。

不少私立学校以大学入学为目

的， 在中学

6

年中有意识培养学生兴

趣专长。 如果小升初进了这些学校，就

等于半只脚踏进了大学。 日本不少著

名大学都设有附属中学或有交流关系

的初高中一贯制中学， 这些中学因此

颇受追捧。

学费方面，相比普通公立学校，私

立学校、 选拔制一贯制中学入学后的

费用也要高得多。 入校时，每个学生无

论成绩高低一律要缴纳相当于择校费

的“入学金”和“设施费”，以及学杂费。

此外，这些学校的“修学旅行”目的地

多在国外，不菲开支也由家长承担。

日本文部科学省数据显示 ，

2012

年公立初中的学费平均为

45

万日元

(2.66

万元人民币

)

，私立初中的学费则

为

130

万日元

(7.7

万元人民币

)

，相当

于公立学校的

3

倍。 日本小升初竞争

激烈， 其症结在于僧多粥少。 数据显

示，

2013

年日本共有

10628

所初中，其

中公立中学居多，只有

73

所国立学校

和

771

所私立学校。

尽管存在种种问题， 日本社会普

遍仍不赞成小升初“禁试”。 主要原因

在于，私立中学仍然不会受此约束。

新加坡：“一考定终身”

新加坡中学与中国不同， 对应不

同层次的发展方向， 民间有小学升初

中会考

(

小六会考

)

“一考定终身”之说。

当地家长因此以福建话 “

Kia Su

”自

嘲，意为“怕输”。

新加坡中学毕业生流向

(

“源流”

)

不同，发展方向明确。 大部分小学毕业

生凭借小六会考的成绩填报志愿，然

后由教育部结合成绩和志愿分配。 原

则上根据成绩高低排序，依照第一、第

二、第三志愿依次排列入学。

如果所有填报志愿都未录取 ，则

由教育部根据距离家庭住址远近安排

指定的学校就读。 升入初中后，所有学

生再根据其成绩和所选课程细分为不

同的源流，包括快班课程。 四年后，他

们统一参加

O

水准考试，一般升入两

年制或三年制的初级学院， 就是大学

预科。 未能升入初级学院的学生属于

普通源流， 但又分为通往大学偏学术

课程或偏技术课程两种方向。 偏重学

术的学生继续朝着初级学院方向努

力，再读一年中学

(

五年级

)

。

偏重技术的学生则读一年技术教

育基础课程，进入大专或中专学习。 中

专毕业学生仍可升入大专， 大专的学

生也可以通过考试升入综合性的大

学， 但人数比较少。 有这种事例出现

时，当地报刊曾予以报道，以激励年轻

人的意志。

新加坡也有一些自主招生的精英

学校，列入小升初“直接收生计划”。 这

些学校往往是六年的“直通车”课程，

没有中考直接升入高中。 在小六会考

之前， 这些学校已经通过笔试和面试

招收拔尖的学生，包括特长生。

这些“直通车”课程的学校有更大

的课程设置自主权， 让学生在完成学

业之余发展更多才艺， 学生在六年中

学之后可以直接参加

A

水准考试，作

为大学入学的敲门砖。

不过， 即便是通过 “直接收生计

划”被录取的学生，也必须参加小六会

考，成绩达到一定的分数线才可入学。

换句话说，小六会考成绩是“硬道理”。

小六会考一般考四门， 分别是英

语，作为母语的汉语、马来语或淡米尔

语任选一门，再加上数学和科学。 也正

因为小六会考的重要， 而当地小学一

般只有半天正式的课程， 补习就成了

家常便饭。

在新加坡工作的林女士的女儿在

当地小学读六年级， 正是要考中学的

关键时期。 她工作忙碌，但还是帮女儿

规划如何应对升学的挑战， 也在过去

的几年里花了很大力气找辅导老师帮

孩子补习。

李先生的女儿在当地长大， 今年

也是小学六年级。 他说：“新加坡的大

学宽进严出，相对而言，反而是中学有

明显的源流之分， 人们对名校自然是

趋之若鹜， 升学的压力更多出现在小

学升初中。 也因为这个，小学升初中的

考试和选拔可以说是一个设计严密的

体系。 ” （据《新华每日电讯》）

小升初:

美国压力小，日本、新加坡各有各的“考”

“解放区将按照团市委的统一要求，在解放区

网格化社区团建工作的基础上，以特色商业圈团建

工作为品牌，全力做好街道区域化团建工作，为服

务辖区青年起到积极的作用。 ”

2

月

17

日，共青团

解放区委书记黎慧忠在谈及该区区域化团建工作

将如何开展时说。

共青团解放区委充分利用辖区多功能社区服

务中心资源，建立健全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切实加

强团的阵地建设，积极开展“社区四点半学校”“社

区青少年书屋”等活动，让团组织的凝聚力在各项

丰富的活动中得到充分加强。各社区都成立了青年

志愿者服务站，建立了志愿者注册制度，使社区志

愿者服务更加规范，为老服务“金晖行动”、健康快

车社区行、公益大讲堂、洁城行动等在社区已经成

为一项日常性活动。 同时，按照“一社区一特色，一

社区一品牌”的工作思路，团区委围绕青少年需求，

结合共青团职能优势和各个社区的特点，打造“共

青团特色品牌社区”，不定期举办青少年读书讲座，

为青少年提供维权、就业、助学等服务，使青少年群

体感受到团组织大家庭的温暖和关怀。

“近年来，解放区全面开展网格化社区团建工

作， 共青团解放区委在全区

32

个社区都建立了团

支部，并依托辖区内的企业探索建立社区联合团支

部，在社区内扩大了团的工作社会影响，为区域化大

团建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下一步，解放区将以

王府井特色商业区为阵地，打造具有区域化特色的

团建品牌，更好地为广大青年人服务。 ”黎慧忠说。

位于解放区的王府井特色商业区， 涵盖了购

物、餐饮、休闲等娱乐场所，即将成为我市又一个重

要的青年人聚集地。 团解放区委将借助这一青年人

聚集的优势，在此开展非公企业团建、青年文明号

创建、志愿者服务等活动，并打造青年就业创业见

习基地， 使团的工作

走到青年身边， 形成

特色区域化团建品

牌， 延展团的工作手

臂， 为进一步做好区

域化团建工作奠定基

础。

“区域化团建工

作的开展， 不仅能更

好地发挥特色社区团

建工作优势为青年人

服务， 而且能为特色

商业区内企业的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 在服

务青年人的同时 ，也

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

帮助， 区域化团建工

作的开展， 将实现特

色商业区内的企业发

展和服务青年人的双

赢效果。 ”黎慧忠说。

“山阳区将以‘我的中国梦’为主线 ，深化 ‘五

化’工作思路，抢抓机遇、务实重干，在全区形成网格

化管理、阵地化服务、社会化运作、功能化发展的区

域化整体团建格局。 ”

2

月

17

日，共青团山阳区委书

记武莉莉谈及该区今后区域化团建工作的开展时，

信心满满。

“目前， 我们在摩登街、 一里洋场等特色商业

区，通过突出‘一卡一联

盟’双服务团建模式，为

青年人提供了便捷的服

务；在产业集聚区，通过

开展非公企业联合建

团， 为辖区企业提供了

服务。 ”武莉莉说，下一

步， 该区将以东方红广

场为轴心， 辐射带动东

方百货、街道社区、企业

事业单位等开展区域化

团建工作， 同时向艺新

商圈、焦东商圈、焦南商

圈推广成功经验。

共青团山阳区委将

东方红商圈区域化团建

范围向东扩至焦东路以

西， 向西扩至群英河以

东， 并将东方红街道下

辖的文化巷社区、 东方

红社区和和平街社区纳

入区域化团建范围，建立“非公企业

+

社区

+

企事业

单位”的新型团建模式。

在以东方红广场为核心的区域化团建工作中，

共青团山阳区委将以广场为重要活动阵地， 在此

持续发布 “希望工程大学生圆梦”“温暖冬天”“呵

护雏鹰·圆梦工程”等系列关爱活动，通过网络、微

博、微信等新媒体加强同青年的互动，吸引社会力

量参与，点亮各层级团组织活力，有效服务特殊青少

年群体。

为了有效提升团组织的影响力， 共青团山阳区

委通过与东方百货联系， 在此东方百货积极筹备青

年共建委员会，打造青年文明号示范街区，盘活青年

资源，提升团组织在青年中的影响力。 同时，共青团

山阳区委将在区域化团建工作中创新电子志愿服务

站点建设，运行“幸福山阳”志愿服务数字终端，以

“志愿者

+

志愿企业

+

政务服务” 三级联动的模式覆

盖区域内的所有社区、商场及娱乐场所，通过“以服

务换服务”理念，彰显共青团在参与社会管理方面的

价值。

“区域化团建工作是我们今年的工作重点，团区

委将通过项目牵动、组织联动、工作带动等方式，积

极构建‘资源互补、共创互赢’的区域化团建工作格

局，促进山阳区各项工作的新跨越。 ”武莉莉说。

以服务彰显品牌

本报记者 原文钊

以联建实现跨越

本报记者 原文钊

图为山阳区“最美微笑”活动现场。 山 团 摄 （资料图片）

图为山阳区摩登青年卡。

山 团 摄 （资料图片）

图为解放区开展的青少年学校社区双重管理活动现场。

解 团 摄 （资料图片）

图为解放区社区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现场。

解 团 摄 （资料图片）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