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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森

145 鲁姓浩歌（2）
在游击队成立大会上，鲁雨亭正式宣布

接受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的编制，其队伍依序
列定名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二
十九大队，他任大队长。为了抗战，他卖掉了
家里的田产，购买武器弹药，抚恤烈士遗孤。

游击队活动在永城北、砀山南、夏邑东一
带村庄，队员很快发展至47人，编成3个中队
和1个特务队，不久，芒砀山区的抗日局面打
开。游击队伺机消灭敌人，铲除了土匪郭恒
新，毙、伤敌14名，俘敌40余名，救出被关押的
数十名乡亲。从此，游击队声威大震，青年踊
跃参加，很快发展到100多人。

鲁雨亭以芒砀山区为根据地，率领游击
队转战于永城县北、砀山南和夏邑东广大地
区，肃清土匪，消灭汉奸，袭击日本鬼子，接连
取得胜利。游击队队伍猛增至700余人，按序
列编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二支
队”，鲁雨亭任支队长。

1939年 1月，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
挺进敌后，进驻永城县城南书案店。鲁雨亭闻
讯，惊喜非常。他认准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
立即派陈觉民前往联系，随后又派王卓然带领

30多名青年到游击支队随营学校学习。2月，
新四军党组织派朱松龄到游击队发展党员，建
立党组织。4月，支队首长派张先舟、杜豪杰
到游击队中帮助工作，发展50多名党员。8月
10日，游击支队参谋长张震率部进驻顺和集
附近蒋庄，鲁雨亭在张先舟的陪同下，亲往蒋
庄拜见张震，与张震商议游击队改编问题，并
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8月27日，鲁雨亭率队伍到达书案店，受
到游击支队指战员和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29日，鲁雨亭966人的游击队被正式改编为新
四军游击支队第一总队，代号“友爱”，鲁雨亭
任总队长。由张震、张先舟介绍，鲁雨亭被中
共中央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预备期6个月。
10月18日，鲁雨亭派部远道奔袭陇海铁路的
黄口、李庄两车站，之后与日伪进行了一连串
的战斗，开辟了夏永砀抗日根据地。在战斗
中，部队很快发展壮大到两个团，共2997人，

并多次对日伪军进行杀伤。
敌人屡遭惨败，恼羞成怒，疯狂报复。

1940年4月1日早晨，日军出动汽车30余辆，
步、骑兵3000余人，由永城、砀山、黄口车站、
王白楼、张大屯等据点，兵分4路，向战斗在芒
砀山区的鲁雨亭部分进合击。

为跳出敌人包围圈，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
战，鲁雨亭命令副官主任何叔朗率领司令部非
战斗人员向正北宗楼方向突围，他亲自率特务
连和通讯排、侦察排，沿王引河向南突围。

鲁雨亭指挥部队进抵李黑楼东南时，前面
两个尖兵排已越过王枣园，跳出敌人包围圈。
永城、宋河、王白楼的日军来势汹汹，立即把鲁
雨亭所率部队拦截，双方开始激战。敌众我
寡，鲁雨亭连续派人通知一团团长刘子仁协同
作战。敌人力量强大，刘子仁稍加抵抗，便经
柿园、丁窑突围出走，向夏邑县境转移。三总
队、萧县支队以及驻守在陶山的一总队杨鹿鸣

营，均在激战后撤出战斗。敌人调集各路兵
力，大举围攻鲁雨亭所在的李黑楼村。

战斗吃紧，鲁雨亭来往指挥，哪里战斗激
烈，他就出现在哪里。为壮战士士气，他振臂
高呼：“我们要死守阵地，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我们要与阵地共存亡！”战士们齐声应和：“我
们愿和总队长生在一起，死在一块！”大家情绪
高昂，士气旺盛。

从早晨至傍晚，战斗整整进行了一天。战
士们在包围中虽然滴水不得进，但却勇敢杀
敌，毙敌300多人，我们的阵地上，几十人一直
坚持战斗。鲁雨亭鼓动士气，声音嘶哑，浑身
泥土，忙得军帽也不知丢到哪里去了。他蓬松
着头发，两眼怒火，手握着冒烟的快慢机匣枪，
不断地从这个阵地跳向那个阵地，指挥战士们
向敌人射击。敌人多次进攻都被打了下去。

直到夕阳西下，双方仍在对峙。敌人放
出了发动总攻的烟幕弹，之后潮水般向我军阵
地涌来。鲁雨亭率领战士们，在炮火硝烟里同
敌人拼搏。最后壮烈牺牲，时年41岁。鲁雨
亭为了党的事业和民族利益，奋斗不息，战斗
不止，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不仅是一位
民族英雄，也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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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四休三”只是镜花水月

■史久爱（民 权）

众所周知，对上班族来说，除升职加
薪外，最大的愿望就是多放几天假。最
近，社科院发布的《休闲绿皮书：2017—
2018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建议，到 2030
年，全国实行每周 4天工作制。这似乎是
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但我却全无
兴奋之感。

原因很简单，不少单位包括我们单位
连双休和带薪休假至今还是一纸空文，
无法保证，何况一周休 3 天呢，更是奢
望！尤其这几年，无论机关干部还是基
层工作者，执行的“五加二”“白加黑”的
工作模式，无休止的加班已是家常便饭，
工作强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人非
机器，不能终日超负荷地运转，为此，曾
有一些领导干部或职工倒在了扶贫攻坚
第一线，事后被奉为“先进工作者”或“优
秀共产党员”，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只
是这些荣誉相对于一个人的健康快乐来
说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即便这样，依然
没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加班继续，休
假无门！面对这份以生命为代价的“坚
持”，笔者除了叹惋，实在不好说什么。

前不久，我的邻居—— 一位正歇暑
假的教育工作者曾对我说：“你整天神龙
见首不见尾的，到底在忙什么呢？双休
日也不见人影，连生病的老人、上学的孩
子都扔下不管不问。”是啊，自己到底在
忙什么？我的脑子里除了堆山的档卡、
表格，应接不暇的检查，琐碎的业务工
作外，还装得下什么？更重要的是，自己
又收获了什么？工作成效在哪里？想到
那些千变万化的档卡和朝令夕改的文件
及老百姓不解的目光，我一时竟没了方
向感，更甭说心灵慰藉了！

虽说国家也三令五申，要保障职工双
休、带薪休假、法定假日休假的权利，而
近几年，特别是扶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
对基层工作人员这些多形同虚设，加班
补贴的福利更是子虚乌有。笔者也曾天
真地幻想着国家下发有关强制性休假的
文件，让干部职工的休假权利有法律保
障，自己能尽情地享受假期，彻底地让自
己的生活慢下来，安安静静地过双休日，
歇年休假，给老人、孩子多一份陪伴。但
正应了那句“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之说，这一直是奢望，自己也一直在路
上，被迫地为各种烦琐的工作忙碌着，停
不下来。

如今，面对社科院发布的这个“做四
休三”的建议,笔者感觉又像美丽的镜花
水月一样的恍惚，不真实，无法触及，执
行起来很可能是遥遥无期！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休闲绿皮书：2017—2018年
中国休闲发展报告》，建议到 2030年，实行每天工作 9小时，每
周工作 4天，休息 3天，即“做四休三”的工作制。

看到这则消息，相信大多“上班族”和我一样都有点小激
动。按照现行每天工作 8小时，“做五休二”的工作制，每周工
作 40个小时，而按照每天工作 9小时，“做四休三”的工作制，
每周工作 36个小时。这样的“明白账”很好算：如果实行“做
四休三”，每周我们将少工作 4个小时。我甚至憧憬好了这多
出的“4个小时的福利”该如何过：陪陪家人、练练书画、看一场
电影、读一本好书……

可仔细一想，愿景毕竟只是一个美好的设想，离现实还有
一段距离。笔者认为，“做四休三”像镜中花、水中月，看起来
很美，或是“纸面上的福利”。

首先，用现实的目光审视，“做四休三”面临落地难。调查
显示：除去工作和睡觉，2017年中国人每天平均休闲时间为
2.27小时，较 3年前减少 0.28个小时。原因是什么，生活节奏
不断加快，“上班族”工作压力大，不得不放弃休息时间，加班

加点工作。“做四休三”的初衷是好的，但我们会不约而同提出
一个共性问题：上班时间减少了，可工作量并没减少，完不成
工作任务咋办？答案估计还是两个字：加班。笔者在办公室
从事公文起草工作，每天大大小小的材料应接不暇，加班工作
就像家常便饭，别说是“做四休三”，过上一个囫囵的双休日都
是一件奢望的事。“手头的工作就像一条鞭子，抽打着你不得
不加班工作”，这是很多“加班族”常说的一句话。所以说，“做
四休三”落地很难。

其次，从法律的角度考虑，“做四休三”面临执行难。为维
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法》和《职工带薪休假条例》都对
劳动者的作息时间作出明确规定：工作超出法定劳动时间要
加倍发放薪酬。可为什么还是出现因劳资问题导致的劳务纠
纷，主要原因还是执行难。男士“陪护假”曾让多少“准爸爸”
欢呼雀跃，但真正落实到位的又有几何。难怪网友呼吁：别说

“做四休三”，先把我的带薪休假福利落实了。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好了，针对此话题只能就此止笔：

手头还有没干完的活，抖擞一下精神，继续开启“加班模式”。

社科院发布的《休闲绿皮书：2017—2018年中国休闲发
展报告》，建议通过逐步试行后到 2030年全国实行每周 4天
工作制。窃以为，这种“看上去很美”的建议，并不符合中国国
情。

首先，4天工作制将造成社会“撕裂”。逐步减少工作时
间、增加公民的休闲时间无疑是大势所趋，但中国的国情是，
相关规定会被用人单位“选择性执行”。如果实施 4天工作
制，可能只是增加了国企人员、公务员（不含乡镇政府干部）的

“福利”，而私企员工、乡镇干部等群体并不能享受到这样的待
遇。对于社科院的建议，就有很多网友吐槽“现行双休、带薪
休假制度都还没有保证”，作为一名乡镇干部，笔者知道这绝
对是事实。以笔者所在的乡镇为例，6月初开始秸秆禁烧，紧
接着环保攻坚，然后是脱贫攻坚各项政策落实，50天的时间
里，包括端午小长假，基本都没有休息。乡镇干部除抱怨“命
苦”之外，对能享受正常双休、假期的其他公务人员，难免“羡
慕嫉妒恨”。如果有人名正言顺地实施 4天工作制了，这种情

绪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如果出台不能普惠的休假制度，势必
会增加不能享受长假福利的人员的心理不平衡，甚至会导致
社会“撕裂”。

其次，4天工作制将增加劳动力缺口。近年来，“人口红
利”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更有专家指出：中国人口红利会在
10年后彻底消失。这就意味着劳动力可能会出现短缺，如果
再推行 4天工作制，将进一步加剧劳动力短缺的状况，增加用
工成本。对于实力雄厚的企业等用人单位来说，用工成本增
加可能无所谓，但对于众多中小企业来说，无疑会影响其成长
与发展，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最后，4天工作制会给群众带来不便。如果实现 4天工作
制，就有近半的时间有关部门处于“停摆”状态，这会给群众到
政府、部门、单位办事造成不便。

所以，研究如何延长假期、如何增加公民休闲时间，应充
分考虑中国的国情，同时要研究如何增强制度规定的刚性，让
相关“福利”普惠大众。

对上班族来说，升职加薪之外，最大的愿望
就是多放几天假。最近，社科院发布了《休闲绿皮书：
2017—2018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报告建议，从2020
年—2025年，在东部地区的某些行业国有大中型企业试行4
天工作制，到 2030 年，全国实行每周 4 天工作制。听到这个消
息，大家是不是有些小激动？还用等2030年？应该马上实行！但有
网友认为，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双休和带薪休假都没保证，休3天更没戏；就算规定每周休3天，也只是纸
面上的假期；现在推行每周休3天，只是给一小部分人增福利。对此，你是如何看待的呢？

社科院建议

一周上4天休3天，
你怎么看

4天工作制，不符合中国国情 ■周明欣（夏 邑）

■焦风光（市 直）“做四休三”，或是“纸面上的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