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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智勇 通讯员/黎丹）
8 月 28 日上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谭

成华做客12345接线大厅，接听群众来电。保交楼、房屋

质量问题是市民关注热点。

“按照购房合同，原本去年 10 月就应该交房，可至

今仍未接到交房通知。”“我昨天专程去楼盘工地看了

一眼，还是没有复工。”……当天上午，反映楼盘交房和

复工问题的市民最多。近年来，保交楼问题是社会关

注热点，楼盘建设何时复工，新房能否按时交房等问

题，牵动着许多业主的心。

谭成华表示理解业主们的焦急情绪，对于来电市民

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他耐心解答。他介绍，今年上半年，

株洲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加大对“问题楼盘”的处置力

度，压实房地产开发企业主体责任，有序推进问题楼盘

复工复产，依法依规确保购房者利益，加快实现“保交

楼”目标。

据统计，截至去年底，我市积极争取国家“保交楼”

专项借款超 34 亿元，全市 56 个专项借款项目全部复

工，累计交付近 3万套，交付率超 85%。

谭成华向市民介绍，全市各级住建部门正积极

与地产开发商沟通，在审批方面给予力所能及的支

持，帮助企业解决困难、渡过难关，确保顺利交房。

他要求相关责任部门及时回访，做好问题统计，向前

来咨询的群众介绍“保交楼”工作推进情况，做好解

释工作。

还有一些市民反映房屋质量问题。罗女士投诉：

荷塘区御景龙湾 4 栋、5 栋、8 栋保修期内出现外墙脱落

现象，向物业反映后对方未重视，如今这几栋房屋外墙

大面积瓷砖明显有脱落迹象，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谭

成华当即交办荷塘区物业服务指导中心，要求尽快安

排工作人员现场查勘，组织小区物业、业委会共同研究

解决方案，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居民安居。

谭成华当天共接听了 17 个市民来电，市民反映的

问题他都一一记录，第一时间交办给责任部门落实。

接听结束后，他组织召开交办会，要求各责任单位根据

市民反映的问题及时做好调查、抓好落实，给市民以满

意答复。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智勇 通讯员/
曾蓓） 近日，外省某地男子因献血证过期作废无法

享受优先用血一事，引发网络热议，献血问题再次成

为民众关注的焦点。

无偿献血享受优先政策，在实际操作中是否打

折扣？株洲会不会也出现献血证过期的情况？记者

进行了了解。

献血达人袁娇：我享受优先用血、
血费报销，畅通无阻

8 月 21 日下午，献血达人袁娇第 30 次来到市中

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她的儿子磊磊（化名）患再生障

碍性贫血，治疗中经常需要补充红细胞和血小板。

儿子患病 10 年，袁娇夫妇坚持献血、献血小板，持续

享受献血报销政策，已累积节约 12 万余元医疗用血

费用。

“我在株洲凭献血证享受优先用血和血费报销

畅通无阻。”袁娇说。

“请市民放心放心，献血证在株洲终身不过期。”

市中心血站副站长刘娟介绍，根据我市政策，献血者

本人献血总量超过 900 毫升，终身无限量免费用血，

献血者父母、配偶及其子女发生医疗临床用血时，享

有累计等量免费用血权利。

符合免费用血条件的献血者，本人或亲属用血

后持医院用血发票、清单及有效证件等，到血站报销

窗口办理报销免费用血量内的医疗用血费，或出院

时在所在医院结算窗口办理，目前株洲市有 43 家医

院已开通血费报销办理。

记者走访市中心医院、湖南省直中医院、市二医

院等医院，查阅到多个享受优先用血政策的案例。

王女士 2019 年 4 月 2 日献血 300 毫升，其父近期在省

直中医院住院治疗，她申请优先用血后，市中心血站

很快为其调配了血液制品；汤女士累计献血 900 毫

升，其父因肿瘤疾病用血较多，她原本担心申请优先

用血次数过多会受限制，可每次申请都很快能得到

落实，一次也未出现阻滞。

根据市中心血站统计，2023 年，我市广大献血者

共捐出 17.02 吨血液，大部分长期支持无偿献血的市

民没有受到外地舆情影响，依然坚持定期献血。

“只要库存血液制品能够满足用血需求，凭献血

证按正常流程申请优先用血，都能通过审核。”市中

心血站工作人员卢艳说，今年 6 月份以来，已有 594

人次成功办理优先用血。

献血达人刘琪琳：无偿献血，利人利己

“夏季本身是献血低谷期，网络上负面舆情持续

发酵，对于我市无偿献血工作确实有一定影响。”刘

娟坦言。

市中心血站采集制作的血液制品优先保障急危

重症患者和符合优先用血条件的献血者，一旦全市

各无偿献血点采集工作不理想，血液制品不足，的确

有可能出现申请优先用血，却无血可用的情况。

刘琪琳曾是茶陵县人民医院一名普通医务人

员，今年光荣退休，她还有一个身份——全国无偿献

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和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获得

者。10 年来，她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到株洲市中心血

站无偿捐献血小板，往返市区、茶陵县近 80 次，总行

程超过 28900公里。

刘琪琳之所以如此执着，正是因为了解无偿献

血工作，深知每献一次血，都是在帮助患者延续生

命，挽救一个家庭。

刘娟说，无偿献血，于利他，是生命接力，于利

己，亦可降低血液黏稠度、强化造血功能。数据显

示，近几年，全国无偿献血率维持在 1%左右，远低于

发达国家水平。据统计，党员干部、医务人员、青年

学生、解放军官兵是献血主力军，然而，单靠个别人

群献血显然限制了献血率的提升空间。

刘娟呼吁：无偿献血是一种团结互助的行为，无

论是从利人、利己还是利家的角度，都需要更多的健

康适龄市民踊跃参与到无偿献血公益活动中来。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何春林
通讯员/刘倩） 8月 28日，我市 200名快递行

业从业人员相聚在职教城，参加了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考试。

在快递领域，快递员和快件处理员是快

递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前者主要负责做快件

揽收、派送等工作，后者主要从事接收、卸载、

分拨等工作。在我市，快递行业从业人员约

4600 人，快递员和快件处理员两个工种占了

约 50%。

此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涉及上述两个工

种（职业），考试内容包括理论知识与实操。

今年，来自邮政、顺丰、京东、中通、申通、圆

通、韵达等快递企业的 200 名快递员，报名参

加了此次认定。

“复习的过程中，我们学到了更多专业

知识，提高了专业技能。”株洲申通快递服

务有限公司快递员刘美华说，虽然大家平

时 工 作 忙 ，但 都 会 抽 出 时 间 参 加 培 训 和

复习。

根据人社部相关通知，支持企业自主开

展技能人才评价、发放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快递员共设五个等级，分别为：五级/初级工、

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

级/高级技师。符合条件的考生，还可通过申

请获得技能认定补贴。

近年来，市邮政管理部门与市快递行业

协会，积极组织快递行业从业人员参加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考试，并鼓励企业按照技能等

级程度，给予从业人员相应的待遇。去年，全

市有近 200 人通过了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并

获得了相应等级的证书。

200名快递小哥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28日，我市 200名快递从业人员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 记者/何春林 摄

外地出现“献血证过期不能用血”

市中心血站：株洲献血证，终身不过期

株洲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干部职工组团到

流动采血点参与无偿献血活动。 受访者供图

市住建局局长谭成华接听12345热线

不按合同交房、
房屋质量问题仍是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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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国庆连续5周调休，“复杂假期”怎么过？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文/图

近日，#今年中秋国庆的假期好像很复杂#这一话题冲上热搜榜首，
引发了一场关于假期安排的大讨论。在这个“上6休3，上3休2，上5休
1，上2休 7，再上5休 1”的调休模式下，人们不禁感叹：假期，你究竟在
哪里？本期，我们就一起听听株洲市民对“复杂假期”的心声、困惑以及
应对之策。

昨日上午，在广告公司上班的

王女士，正对着放假通知发呆。“别

说安排回家和旅游了，光是让我记

住哪天上班、哪天休息，就累死不少

脑细胞。”王女士的话，似乎道出了

无数上班族的心声。这两日，不少

办公室一族都在讨论即将到来的中

秋节、国庆节假期安排问题。

今年中秋节，9月 15日至 9月 17

日放假调休共 3 天，9 月 14 日（星期

六）上班。国庆节 10 月 1 日至 10 月

7日放假调休共 7天，9月 29日（星期

日），10 月 12 日（星期六）上班。“原

本简单的周末加中秋怎么就变得这

么 复 杂 了 ？”不 少 人 发 出 这 样 的

疑问。

王女士说，按照原计划，如果

不调休，14 日和 15 日作为周末正常

休息，再加上 17 日中秋当天放假，

总计三天，简单明了。但调休后，

虽然名义上也是三天假，14 日却要

上班补班，再加上国庆假期调休，

竟有 5 周要调休，“让人记不清的

节奏”。

有细心市民数了一下日历天

数，9 月实际上了 21 天班，这意味

着，调休“凑假”模式并没有增加假

期总量。“拆东墙补西墙，享受假期

之后就必须‘还债’。”有市民直呼

“这样调休很累，不如不调休”。

在一家银行工作的张小姐则表

示，她已经习惯了这种调休模式。

“每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我已经学会

在混乱中找到规律了。”

A 热搜
中秋国庆假期连续5周调休

在“调休迷阵”中，人们有头晕

又有调侃，上班一族将如何应对？

又有何锦囊妙计？

√上班族：想攒个“超长假期”

不容易

“我想把年假放在中秋或国庆

前后，可以连休半个月，但就怕人事

主管不批。”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的

刘先生向记者表达了他的担忧。记

者随机询问了多名上班族，他们纷

纷表示，虽然有“年假连休计划”，但

实施起来困难重重。

我市一家民营企业相关负责

人称，领导已表态，对于员工在两

个假日中间休年假的申请，“一律

不批！”她解释说，每到中秋节前，

单位各个部门都忙于和客户搞关

系，如果批准一个人休息，那所有

人都要求请假，这将给企业带来管

理上的困难。

√加班费：和假期一样“折腾”

对于无法停止工作运转的单

位，加班费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我

市一家事业的人事部主管告诉记

者，按照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在法定

节假日安排加班的，须在正常支付

员工工资的基础上，另行支付 3 倍

的加班工资；而公休日或调整出来

的假期，用人单位应给加班员工安

排补休，但不支付加班工资。如果

不安排补休，则应按平时工资的 2

倍支付加班工资。

“加班辛苦，但能拿到额外的加

班费，也算是一种补偿吧。”在一家

IT 公司工作的赵先生说，他计划在

假期期间加班，以赚取更多的收入。

√出游：长短线都要早着手

“假期调休，对旅行社来说影响

不是太大。提醒准备出游的人们要

及早报团。”荷塘区旅行社的周经理

告诉记者，国内游尽量在出行前一

周内报团，热门线路需要更早。“国

外游的线路，现在报名已经有点晚

了，因为涉及签证等时间因素，一般

都要在 1个月前报名。”

有业内人士指出，每逢黄金周

等大规模休假时段，热点景区周边

的交通、食宿和景区本身，都要面临

难以承受的压力，如此一来，势必会

降低外出旅游的舒适度。

B 支招
市民应对“复杂假期”

调休制度从 2008 年 1 月 1 日起

开始实施，一直持续至今，但要求取

消调休的声音从未消失。在科技公

司工作的张先生告诉记者，他对于

调休“凑假”模式感到非常无奈。“我

们公司的工作节奏很快，调休让我

们的工作计划变得混乱，有时候连

周末都要加班，感觉像是在‘无休

止’地工作。”

“我觉得假期应该更加灵活，而

不是一味地调休。”在一家教育机构

工作的刘思说。她建议，政府可以

考虑增加一些传统节日的假期，或

者将假期安排得更加分散，以满足

不同人群的需求。

“虽然调休让人有些困惑，但我

对假期的期待反而更多了。”在媒体

工作的周先生说。他认为，调休让

假期变得更加珍贵，人们会更加珍

惜和规划自己的假期时间。

记者发现，不少人对现行的调

休“凑假”方式存在不满，根源在于，

调休“凑假”的方式实际上并未为大

家提供更多的休息时间，仅仅是通

过调整工作和休息的安排，使得人

们在度过假期后不得不通过额外的

工作日来“偿还”，补回之前缺失的

工作天数。

C 声音
“感觉在‘无休止’地工作”

高速免费吗？
根据国务院相关通知，高

速 免 费 通 行 的 时 间 范 围 为 春

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

个国家法定节假日，所以中秋

节 假 期 高 速 不 免 费 ，国 庆 节

免费。

对于调休“凑假”模式，株洲市民意

见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假期总量

不变，调休增加疲劳感；假期安排应更加

合理，避免出现连续工作多日的情况；假

期安排应更加人性化，让公众有更多的

选择权，可以自由选择调休的时间。

球旅讯的首席分析师彭涵表示，调

休“凑假”模式的意图十分明显，其目的

并非为了让人们得到真正的休息，而是

为了集中假期时间，以此促进消费经济

的发展。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同程研究院的

首席研究员程超功表示，目前法定节假

日的时间安排确实有改进的余地。他

特别提到，下半年的法定节假日数量偏

少，假期之间的连续性不佳，且分布上

显得不够均衡。

程超功提出了增加法定节假日的建

议，特别是下半年的节假日。他建议，可

以考虑在一些传统节假日（包括重要的

历史纪念日）之前增设假期，例如重阳

节、冬至、腊八节等；同时，针对暑期等旅

游高峰期，可以专门增设假日。这一提

议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普遍赞同。

D 建议
优化调休“凑假”模式

9月、10月调休日历。 网友热议假期调休。

假期带娃出去旅行是很多人的选择。

“调休”这个词，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舞蹈，

每个人都在努力跟上节奏，却又时常感到步履蹒

跚。我们不妨静下心来想想：我们真正需要的是

怎样的假期？怎样的休息？以及，我们应该如何

去实现它？调休，像是一场关于时间的博弈，但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或许能够找到更加适合自己

的生活节奏，找到更加和谐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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