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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受访者表示
疫情过后更会注意
文明出游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 山

《北 京 市 文 明 行 为 促 进 条 例》 于 6
月 1 日正式施行，包括不文明旅游行为

在内的六类不文明行为将被重点治理。

此前，许多地方对疫情防控背景下的文

明出游行为进行了规范，提出了不文明

旅游黑名单、行为清单等。

近期，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

联 合 问 卷 网 （wenjuan.com）， 对 2007
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7.2%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文明出游的意识提高

了。91.8%的受访者表示，疫情结束后

更会注意文明出游。

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的刘霞 （化

名） 说 ， 前 两 天 ， 她 和 家 人 去 京 郊 游

玩 。“ 以 前 我 就 有 出 门 带 垃 圾 袋 的 习

惯。现在倡导垃圾分类，我会多准备几

个小袋子。”刘霞表示，她会把这段时

间养成的好习惯坚持下去。

家住上海的大学生陈碧婷觉得，经

历居家防疫后，面对期待已久的出游机

会，人们更需要注意行为举止。

调查中，90.0%的受访者了解所在

城市文明出游的相关规定。

陈碧婷觉得，现在身边大多数人都

挺注意文明出游的，偶尔也会遇到一些

“煞风景”的情况。“平时我就比较讨厌

随地吐痰的行为，现在我对这种行为更

是无法忍受”。

生 活 在 北 京 的 90 后 汪 蕾 （化 名）

前段时间和家人一起去公园玩，见到有

的人在公园里随意攀折花枝，“我还看到

公园的巡查员一直在提醒游客不要踩踏

草坪，但有的人趁着巡查员看不到，就坐

到草地上拍照。我觉得这样很不好”。

现 在 哪 些 不 文 明 出 游 行 为 比 较 常

见 ？ 调 查 显 示 ， 排 在 首 位 的 是 乱 扔 垃

圾 、 不 分 类（62.7%），然 后 是 随 地 吐 痰

（60.0%），接下来依次是：不按要求佩戴

口罩（52.0%），不配合防疫检查（51.6%），

拥 挤 推 搡 、加 塞 插 队（48.8%），踏 踩 草

坪 、 攀 花 折 枝 （48.7%）， 喧 哗 嬉 闹

（45.3%）， 随 意 攀 爬 和 触 摸 （35.8%），

乱 写 乱 刻 （33.3% ） 和 违 规 拍 照

（32.1%） 等。

汪蕾觉得，一方面要宣传文明旅游

的观念，引导人们文明出游；另一方面

要对作出不文明行为的游客进行劝导，

必要时让他们付出代价，“比如随地吐

痰的游客应该被要求去做清洁，乱涂乱

画的游客应该被要求去清理复原”。

减少不文明出游行为，74.4%的受

访者建议加大惩罚整治力度，提高违规

成本，63.2%的受访者建议定期开展专

项整治，集中治理，62.0%的受访者建

议完善相关制度规定，56.9%的受访者

建议加强文明出游的宣传，40.4%的受

访者建议景区随时巡查和劝诫。

受 访 者 中 ，00 后 占 6.0%，90 后 占

38.7%，80 后 占 42.5%，70 后 占 9.9%，

60 后占 2.5%，其他占 0.6%。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园春

端午假期即将来临，每逢节假日，都

有不少上班族 希 望 利 用 带 薪 休 假 拼 出 一

个 长 假 ， 更 好 地 休 息 和 放 松 。 今 年 两 会

期 间 ， 也 有 代 表 提 出 按工龄计增带薪年

休假天数等建议。你的单位能落实带薪休

假吗？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 问 卷 网 （wenjuan.com）， 对 2506 名 受

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8.4%的受访

者表示所在单位能落实带薪休假，27.1%
的受访者表示不能。受访者认为带薪休假

得不到落实的主要原因是工作任务重、工

作无人替代和企业不鼓励休。

一 线 城 市 受 访 者 所 在 单
位带薪休假落实情况最好

刘晓婉 （化名） 在北京一家金融企业

上班，每年有 5 天年假。今年是她在公司

的第 5 年，“刚到公司的头 3 年，我每年都

休年假。因为平时工作太忙，经常加班，

就指望趁年假放松放松”。

刘晓婉介绍，员工想请带薪假，先要

和部门领导打好招呼，就可以在办公系统

里 提 交 休 年 假 申 请 了 ， 部 门 领 导 、 人 事

部、公司老总等只需在系统内线上通过就

行。“通常两天内流程就走完了，过程非

常顺畅”。

梁 静 是 北 京 某 事 业 单 位 职 员 ， 她 表

示，单位非常理解员工的休假需求，“休

带薪假是员工的正当权利，据我了解，但

凡有同事请带薪假，都能顺利批下来”。

受访者中，68.4%的受访者表示单位能

落实带薪休假，27.1%的受访者直言不能，

4.5%的受访者对单位相关规定不清楚。

交互分析发现，一线城市受访者所在

单位落实情况最好，表示能落实的受访者

达 75.7%，其次是二线城市 （69.2%）。

即使单位可以落实带薪休假，每年的

带 薪 休 假 能 正 常 休 的 受 访 者 仅 有 31.0%，

39.2%的 受 访 者 大 多 数 情 况 下 能 正 常 休 ，

13.5%的受访者偶尔能，16.2%的受访者直

言几乎不能。

“虽然单位允许员工休带薪假，我连

续两年都没休成。”刘晓婉介绍，每次休

假前，一部分紧急工作就得交给其他同事

帮忙处理，麻烦别人让她感觉不好意思，

有时其他同事也非常忙。“休假中往往也

不能消停。有一年我休年假出国，项目上

有处代码是我负责的，别人不会，恰好那

天程序出了问题，我就远程和同事沟通处

理了大半天，出游兴致大减。而且休假回

来，至少要连续加班一周才能把堆积的工

作处理完”。

河北某私企职员王海说，他的老板并

不 鼓 励 大 家 休 假 。“ 单 位 基 本 是 专 人 专

岗 ， 休 假 前 得 提 前 很 多 天 把 事 情 做 完 ，

不 然 即 便 休 假 ， 也 得 做 好 随 时 处 理 工 作

的 准 备 。” 王 海 坦 言 ， 公 司 里 大 多 数 同

事 都 不 会 休 假 ， 这 让 他 也 不 好 意 思 休 ，

担心老板觉得自己工作不上进，影响职场

形象。

去年，王海请了带薪假，和女友提前

很多天买好了机票准备出门旅游，就在出

发前一天，老板通知他出席一个业务洽谈

会 ，“ 我 考 虑 到 自 己 正 处 在 职 业 上 升 期 ，

就取消了所有旅游行程”。

关 于 无 法 享 受 带 薪 假 的 具 体 原 因 ，

62.5%的受访者归因于工作任务重，53.6%
的 受 访 者 表 示 单 位 是 “ 一 个 萝 卜 一 个

坑”，工作无人替代，44.4%的受访者直言

企业不鼓励休，37.2%的受访者担心影响

自己的职场形象，24.8%的受访者表示同

事都不休，自己不好意思休。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王宏 （化名） 有

着十几年从业经历，他介绍，由于各区域

经济发展情况不同，各企业规模和经营状

况有差别，带薪休假制度全面落实存在难

度。而劳资双方关系的不对等，是职工带

薪 休 假 权 利 一 直 难 被 保 障 的 主 要 原 因 。

“带薪休假的推行势必增加企业的运营成

本，因而企业缺乏推行动力。而劳动者考

虑 职 业 发 展 、 职 场 人 际 等 问 题 ， 只 能 让

步，更有员工主动放弃休假权利”。

企 业 不 落 实 带 薪 休 假 ，
51.2%受访者会询问相关负责
人和部门

“带薪休假这事基本不用想。”张长军

在河北石家庄的一家私人工厂工作，工资

按 出 勤 率 计 算 ， 请 假 的 时 间 是 没 有 收 入

的，“工厂规模小，谁请了假，活儿就没

人干。这种事挺常见的”。

如果企业不落实带薪休假，受访者会

怎么做？调查显示，51.2%的受访者会找

相关负责人和部门询问，48.5%的受访者

会默默接受，28.5%的受访者会尝试通过

法律途径解决，10.9%的受访者认为没什

么大不了。

梁静坦言，因为从不关注休假，她并

不知道不休年假单位应当支付员工 3 倍工

资，得知这一规定后，她感到震惊，“回

头我要去问问同事和财务部门，有没有落

实到位”。

调查显示，如果未休带薪假，50.8%
的 受 访 者 坦 言 单 位 不 会 支 付 3 倍 工 资 补

偿，远高于会的比例 （40.1%），9.1%的受

访者没注意过相关情况。

梁静坦言，单位整体休假氛围并不积

极，入职时也没有相关部门向员工介绍这

个福利，“就比如我们部门，前辈从不休

假，导致我以为有事才能请假。有我这种

想法的人不在少数”。

刘晓婉希望公司能够考虑员工休假情

况，优化岗位设计，保证企业正常运转的

同时，为员工营造友好休假氛围。

王海认为，劳动者首先要转变休假观

念，认识到休带薪假是职工的合法权益，

不要不好意思。其次，劳动者要提高维权

意识，懂法、用法。他还建议，相关部门

针对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落实难点予以帮

助和扶持，并加强监管。

王宏认为，在企业内部，一方面，工

会要积极发挥应有的作用，充分考虑本单

位员工休假的难处，针对性地完善员工休

假的配套制度建设。另一方面，企业要转

变“员工休假我吃亏”的观念，积极创建

健康高效、良性的运转机制。此外，政府

和相关部门要加强执法检查和监督力度，

推进带薪休假的落实，让更多员工享受到

带薪休假权利。

调查中，要落实带薪休假，73.3%的

受访者建议劳动监察部门对不能落实带薪

休假的单位加强监督和追责力度，65.3%
的受访者希望进一步完善带薪休假相关制

度建设，46.1%的受访者建议通过宣传让

劳动者重视带薪休假权利。

受访者中，32.1%的人在一线城市工

作，45.7%在二线城市，18.4%在三四线城

市，3.3%在城镇或县城，0.4%在农村。

近七成受访者表示单位能落实带薪休假
仅 31.0%受访者每年能正常休带薪假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 山

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许多博物馆、

艺术馆等开启了“云看展”模式，线下展

厅、文物等都被搬到了屏幕上。中国国家

博物馆、敦煌研究院等博物馆还入驻了电

商平台，开启了直播。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 问 卷 网 （wenjuan.com）， 对 2009 名 受

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5.2%的受访

者体验了“云看展”。体验过“云看展”的受

访者中，88.7%的人感到满意。53.4%的受访

者期待线上展览增加互动性强的环节。

受 访 者 中 ， 来 自 一 线 城 市 的 占

28.9%， 二 线 城 市 的 占 44.4%， 三 四 线 城

市的占 21.1%，县城或城镇的占 4.1%，农

村 的 占 1.5% 。 00 后 占 6.1% ， 90 后 占

37.5%，80 后 占 44.4%，70 后 占 9.3%，60
后占 2.3%，其他占 0.5%。

85.2%受访者体验过“云看展”

来自辽宁的金希 （化名） 读大三，对

文化类展览十分感兴趣。但他平时学业繁

忙，有时想看的展览在其他城市举办，不

方便去看。

“这段时间，各大博物馆的线上展览

满足了我看展的心愿。”金希觉得，“云看

展”体验“很赞”，“我关注了故宫的公众

号，上面有 VR 看展功能，通过这种方式

我 可 以 看 自 己 特 别 喜 欢 的 钟 表 展 、 珍 宝

展。我还在故宫的官网上看到了各类馆藏

品的专区，检索到了 《清明上河图》，图

片可以放大，画面很清楚。还有一些瓷器

展览，可以 360 度旋转，从各个角度看”。

前 不 久 ， 在 北 京 工 作 的 85 后 刘 静

（化名） 带着 7 岁的孩子，看了一场关于

北京中轴线的线上展览。“孩子对城市的

历史文化感兴趣，以前我一有时间就会带

孩 子 去 看 展 览 。 这 是 第 一 次 体 验 线 上 看

展，总体感觉还不错。主持人和展馆的讲

解员相互配合，一起讲解中轴线的历史典

故，挺生动的”。

调查显示，85.2%的受访者最近体验

了“云看展”。体验过“云看展”的受访

者中，88.7%表示体验好，感到满意。

金希觉得，“云看展”最大的方便之

处就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观众可以

随时观看。“像我们学生，除了假期，平

时很难有机会去其他城市看展，但是线上

看就很方便了。我记得 《清明上河图》 之

前在故宫进行线下展览时，吸引了很多人

排 队 去 看 。 现 在 我 可 以 一 个 人 坐 在 电 脑

前，细细地看”。

刘静觉得，“云看展”可以突破线下

展览对于参观人数的限制，能够把优秀文

化传播给更多人，进一步丰富大家的文化

生活。

关于“云看展”吸引人之处，69.7%
的受访者觉得是“随时随地可以看，不受

展期影响”，59.5%的受访者觉得是“不用

扎堆排队，更方便”，52.9%的受访者觉得

是可以“更近距离看到展品细节”。其他还

有：有沉浸式效果，身临其境（44.6%），技术

元素丰富，趣味性强 （38.0%） 等。

“‘云看展’是业界对突发公共事件

的一种应对方式，但它并不是昙花一现，

而是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复旦大学博

物馆馆长、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

教授郑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将藏品

数字化，通过社交媒体与公众互动，是近

年来全世界博物馆都在努力做的事。

“数字化突破了时空界限，将更多藏

品以更精致和更全面的方式展示给民众，

使展览内容、设计更丰富多彩，也可以让

更 多 人 有 机 会 接 触 到 艺 术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现 在 业 界 对 观 众 的 界 定 ， 已 经 有 了

‘虚拟观众’这一类，就是指那些使用博

物馆网站、通过邮购等方式购买博物馆商

品以及与之有关联的观众。这一类观众的

井喷式增长，一方面反映了博物馆巨大的

网络市场和无限的数字化潜力，另一方面

也倒逼场馆在数字化的道路上加强硬件和

软件的双重建设。”郑奕说。

53.4% 受 访 者 期 待“ 云 看
展”增加互动性强的环节

90 后王春在四川某 私 企 工 作 ， 虽 然

看 过 几 次 线 上 展 览 ， 但 他 觉 得 ， 线 上 的

观展效果不如线下好。“隔着屏幕欣赏艺

术 品 ， 没 有 在 现 场 看 得 清 楚 。 有 些 书 画

展 ， 实 际 的 展 厅 光 线 并 不 那 么 明 亮 ， 但

有 的 线 上 直 播 ， 可 能 为 了 照 顾 主 持 人 ，

会 把 光 线 调 亮 ， 但 照 到 展 品 上 效 果 就 不

好了”。

来 自 江 西 的 大 学 生 刘 宇 注 意 到 ， 这

段 时 间 线 上 展 览 比 较 火爆，许多博物馆

采用了直播的形式，推出了“云看展”、VR
看展服务。“有的博物馆，展品内容丰富、技

术力量雄厚，做的线上展览效果不错。但有

的展馆本身在线上的投入和准备工作不够

充分，观展体验不佳。”刘宇感觉，部分博物

馆的线上展览比较粗糙，“比如呈现静态的

图片没有讲解，直播时画面抖动厉害，主

持人缺乏知识储备等”。

“看来看去，我感觉还是大型博物馆

的线上展览更吸引人。”刘宇期待有更多

中小博物馆举办“云看展”活动，“虽然

现在疫情形势稳定了，一些博物馆也有序

恢复开放了，但是我觉得线上展览的形式

挺好的，期待它可以持续发展下去”。

刘静希望，线上展览能做好与观众的

互动。“我家孩子每次去看展听讲解时，都

喜欢提问题，有的讲解员能及时回答小朋

友的问题。但是在线上看展时，如果没有互

动，小孩子的问题就没法得到解答了”。

对 于 “ 云 看 展 ”， 受 访 者 有 哪 些 期

待？调查显示，53.4%的受访者期待增加

互动性强的环节，51.8%的受访者希望可

以多一些常态化的线上展览，48.8%的受

访者期待增强在线网友实时互动，44.9%
的受访者建议丰富对展品的专业讲解。其

他期待还有：向更多的展馆普及应用技术

（37.8%）， 满 足 不 同 群 体 的 观 展 需 求

（35.7%） 等。

郑奕表示，目前线上展览还存在一些

需要改进的问题：

第一，文博策展活动的数字化应用流

于形式，“事实上，所有形式都应为内容

服务，内容为主题服务。唯有聚焦内容、

练好内功，才能减少同质化现象，讲好博

物馆、展览、藏品等的独特故事”。

第二，一些博物馆缺乏足够的研究积

累，“场馆在应用新技术之前，需要有充

分的研究作为铺垫。毕竟技术只是手段，

唯有‘从藏品中获得灵感’，基于扎实的

研究，才能打造真正的数字化创新”。

第三，不少场馆的数字化工程存在投

入和产出不成正比的问题，“所谓的‘互

动’及相关技术应用，并非越复杂越好，

互动展项也不是越昂贵越好。任何时候，

合适的才是最好的。要注意避免过高的成

本和盲目攀比”。

第四，一些博物馆的“数字化”只是

进程，“博物馆应更进一步，将进程性成

果与大众分享，与虚拟观众交互，这样才

能真正践行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属性”。

云上博物馆 88.7%受访体验者感到满意
85.2%受访者体验过“云看展”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园春

如今，很多人都是“机不离手”。疫

情发生以来，有的人手机使用时间比以前

更长了，也有人养成了健康、有节律的手

机使用习惯。最近，你每天使用手机多长

时间？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 问 卷 网 （wenjuan.com）， 对 2005 名 受

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34.2%的受访

者每天使用手机在 5 小时以上，88.5%的

受 访 者 坦 言 最 近 手 机 使 用 时 长 增 加 了 。

89.9%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在使用手机方

面养成自律的意识和习惯。

受访者中，64.1%的人已经近视。上

班 族 占 76.4%， 大 学 生 占 18.5%， 中 学 生

占 4.0%。

受 访 者 主 要 用 手 机 刷 短
视频和沟通工作

在北京工作的 80 后张嘉敏 （化名），

最近去医院开了缓解眼疲劳、眼干涩问题

的 眼 药 水 。“ 最 近 早 上 起 床 感 觉 眼 睛 很

干 ， 很 容 易 眼 疲 劳 ， 感 觉 眼 睛 有 些 酸

痛。”张嘉敏说，她给手机设置了每天 5
小时的使用时长限制，但经常要手动延长

用时，最后干脆改成了 7 小时。

河北某高校学生林淼 （化名） 近视达

400 度，春节以来一直在家，除了上课，

其他时间基本都在玩手机、玩电脑。“我

妈调侃，手机成了我的亲人，连上厕所也

不 撒 开 手 机 。” 林 淼 说 ， 加 上 网 课 的 时

间 ， 她 每 天 使 用 电 子 产 品 有 10 小 时 左

右，晚上睡觉前也在不停刷手机。

调查中，每天使用手机少于 1 小时的

受 访 者 仅 占 1.9%，1~3 小 时 的 占 15.8%，

3~5 小 时 的 占 41.1% ， 5 小 时 以 上 的 占

34.2%。

88.5%的受访者坦言自己最近手机使

用时长增加了。交互分析发现，已患近视

的受访者这一比例 （90.4%） 明显高于未

患近视的受访者 （85.0%）。受访者中，大

学生手机使用时长增加最明显 （90.0%），

其次是上班族 （88.8%）。

“我以前上网主要是逛论坛、刷短视

频、看电视剧，现在加上了上网课。”林

淼说，短视频内容丰富，旅行美景、知识

科普、搞笑段子应有尽有，“有时能连着

刷一小时，我还经常上网和同学聊很久”。

山西的刘畅 （化名） 儿子读高中，她

表示，孩子自制力差，以前她就要在电子

产品使用方面对孩子进行监督。“最近他

在家上网课，更是有了正当理由上网、玩

手机。经常下了课还继续逛网站，或者抱

着手机打游戏，一玩最少两个小时”。

张 嘉 敏 平 时 经 常 用 手 机 刷 微 博 和 微

信，最近她手机使用时长增加，主要是因

为要在线上沟通工作，“疫情发生后的很

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家办公，视频会议、

小 组 讨 论 、 业 务 沟 通 和 跟 进 都 在 网 上 进

行，经常接打电话到手机发烫”。

调查显示，最近一段时间，受访者主

要用手机刷短视频 （67.9%） 和沟通工作

事项 （62.3%），其他还有：玩微博微信等

社 交 平 台 （53.3%）， 浏 览 新 闻 和 资 讯

（45.9%）， 看 影 视 剧 （45.8%）， 打 游 戏

（38.2%），上网课 （31.1%） 等。

81.9%受访者会有意识地
控制使用手机时长

“平日里我喜欢外出溜达，逛逛商场

和 公 园 ， 不 喜 欢 一 直 闷 在 屋 里 。 但 因 为

防 疫 需 要 ， 我 一 直 宅 在 家 里 ， 实 在 无

聊 ， 只 能 通 过 玩 手 机 打 发 时 间 。 上 网 课

也 是 我 手 机 使 用 时 长 增 加的一个原因。”

林淼说。

张嘉敏表示，居家办公让她手机使用

时间陡然增加，“平时办公室能当面解决

的问题都得在线上沟通，而且因为没有太

多放松消遣的活动，我花了更多时间在网

上看电影”。

关 于 手 机 使 用 时 长 增 加 的 原 因 ，

65.0%的受访者认为是外出活动减少，注

意力在手机上，60.9%的受访者认为是线

上娱乐活动变多，60.3%的受访者认为是

线上业务沟通变多，其他原因还有：打发

时 间 （45.1%）， 上 网 课 的 刚 需 （41.8%）

等。

林淼目前已经返校，回想起在家的几

个月，她坦言没有成就感，“我在家除了

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虚度了大把光阴，感

觉太放纵自己了”。

调查显示，81.9%的受访者会有意识

地控制使用手机的时长。受访者中，上班

族这方面的自觉性最高 （82.8%），其次是

大 学 生 （80.3%）。 未 患 近 视 的 受 访 者

（84.4%） 比 例 明 显 高 于 已 患 近 视 群 体

（80.5%）。

“ 我 发 现 自 己 会 无 意 识 地 打 开 手 机 ，

翻翻这， 看 看 那 ， 不 知 不 觉 就 过 去 了 很

久 ， 影 响 学 习 。” 林 淼 说 ， 为 了 提 升 专

注 力 ， 她 给 自 己 限 定 以 后 每 天 玩 手 机 不

能 超 过 4 小 时 ，“ 我 现 在 学 习 时 ， 会 把

手 机 放 在 眼 睛 看 不见、手不方便拿到的

地方”。

刘畅介绍，开学后，她没收了孩子的

手机，不允许孩子带手机上学。“学校生

活慢慢恢复后，孩子对手机的依赖性会减

弱一些。我和他爸爸也会限制他玩我们的

手机，有意识地培养他良好的手机使用习

惯”。

调查中，89.9%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

在使用手机方面养成自律的意识和习惯。

受访者中，上班族这一比例 （90.8%） 最

高，其次是大学生 （88.6%）。

张嘉敏认为，虽然手机方便快捷、功

能强大，成为很多人的必备工具，但是人

们 应 该 有 意 识 地 培 养 健 康 的 手 机 使 用 习

惯，去更好地利用手机，而不是被手机左

右。

88.5%受访者最近手机使用时长增加了
89.9%受访者希望在使用手机上更自律

新华社供图

根据南京市出台的 《南京市旅游不文

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旅游不文明

行为会被记录。 新华社供图

部分用人单位每年会对员工带薪休

假天数清零，导致员工无法自主安排休

假时间，无法跨年休假。 新华社供图

在沈阳故宫博物馆“古趣童心——清宫文物中的儿童世界”展览中，小志愿者通过

直播向观众讲解。 新华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