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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全部奔波在路上 有人参加婚礼像走穴

“五一”三天咋没放假的感觉
本报记者 王光照

人民网调查：

92 . 2%网友赞成

恢复“五一”长假

“五一”长假取消后，有网
友提出，从十年来的黄金周实
践看，三天小长假只能算是双
休日的“加长版”，而七天长假
规模效应明显，一年中应均衡
分布，“五一”长假有独特作
用。一年要享受一个七天长
假，居然要等八个月，这样安
排很不合理。是否应该恢复
“五一”黄金周，人民网在
2009年2月就展开了调查。

此外，恢复“五一”黄金周
已得到越来越多民众的呼应。
据人民网关于“你是否赞成恢
复‘五一’长假”的调查显示，
截至3月4日，共有将近500万
名网友参与了网上调查，其中
赞成恢复“五一”长假的占
92 . 2%。

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
发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
办法》，决定增加公众法定休
假日。春节、“五一”和“十一”
法定休假三天，再加上调整的
前后两个双休日，就形成了每
年三个连续七天的长假，第一
个“五一”黄金周始于 2 0 0 0
年。

但是随后一些专家质疑，
休假日高度集中到同一时段，
旅游景点和相关公共设施的
超负荷以及随之衍生的一连
串问题也开始凸显，社会上改
革黄金周的呼声响起，从
2008年开始，“五一”黄金周
正式取消，假期改为三天。

（王光照 整理）

“五一”7天假

运行了8年

帮新娘化妆换装，出场费最高600元———

这个小长假，“职业伴娘”挺忙活
本报记者 崔滨 实习生 王梁

听着爱情故事

喜欢上这份工作

2009年的“五一”，丽丽第
一次以“职业伴娘”的身份参
加婚礼，“虽然有婚庆公司培
训，在现场我还是很紧张，不
过当婚礼进行曲响起，跟随新
人一起走过红毯，穿越拱门，看
着他们互换戒指，我和新娘一
起忍不住流下感动的泪水。”

说起自己当伴娘的体会，
丽丽感慨地说，“每一场婚礼
背后，都有一个美好的爱情故
事，看到一对对有情人终成眷
属，我喜欢上了这个工作。”

参加了20多场婚礼的丽

丽，已经是一个训练有素的
“职业伴娘”了，帮新娘换衣
服、挡门挡酒、协调婚礼的程
序，甚至客人送过来的红包、礼
品，丽丽都能打点得井井有条。

如今，经验丰富的丽丽已
经成为小有名气的“职业伴
娘”，出场费达到了300元，“遇
到像‘五一’、‘十一’这样的结
婚旺季，一个月最多能参加四
场婚礼，我一学期的生活费基
本都能解决了。”

有时充当“保镖”

甜蜜背后有辛苦

“当伴娘看似很风光，其
实里面的辛苦外人根本不知

道。”丽丽告诉记者：“别的不
说，你看我的高跟鞋都是大一
号的，因为站一天下来，脚都
会胀的。”

在采访中，不少业余甚至
职业伴娘都向记者诉苦：“一
到周末和节假日，就要牺牲休
息时间，‘披星戴月’去参加婚
礼。”丽丽告诉记者，每次接到
任务，她都要提前好几天和新
人沟通、了解掌握婚礼程序，
“遇到规模大的婚礼，有时候
连做梦都在演练程序，生怕自
己错了。”

记者了解到，除了当新人
的“贴身助理”，有些伴娘还要
充当“保镖”的角色。“有些新
人按照家乡的风俗举办仪式，

经常有喝酒、乱新娘甚至乱伴
娘的，这种时候我还要帮新娘
解围，有时候自己还得帮新人
挡酒，我不想喝还受他们的埋
怨。”同为“职业伴娘”的钱小
姐向记者抱怨道。

“职业伴娘”挺“抢手”

省城已有上百人

就在丽丽甘苦自知的转
战婚礼时，“职业伴娘”悄然间
成为省城婚庆市场的“抢手人
才”。今年“五一”，丽丽日程表
上的第一单任务，是给年过三
十的公司白领杨女士当伴娘。

1日在婚礼现场，杨女士
告诉记者，因为自己结婚晚，

身边的“闺密”们早已为人妻，
而伴娘不是随便拉个人就能
顶上的，“我去找婚庆公司想
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没想到
他们很快给我找来了3个伴娘
候选，让我很意外。”

记者从济南婚庆业协会
了解到，不少婚庆公司从2009
年开始推出“职业伴娘”业务，
并迅速走俏省城。目前兼职或
全职的“职业伴娘”已超过百
人，其中主要是未婚的大学
生、上班族甚至是职业模特，
身高普遍在160厘米以上，年
龄多在20到27岁之间，经验丰
富者参加过30场以上的婚礼，
每人次的出场费，从200元到
最高600元不等。

放假回老家

三天奔波在路上

“五一”小长假，在李博扳着
手指头的倒计时中，终于到来。
为了这个假期，他苦苦等待了两
个半月。

李博是省城一公司白领，今
年春节的时候赶上公司正忙，回
菏泽老家只住了四天就匆匆赶
回济南，父母为此十分不舍，他
只能口口声声承诺“五一”一定
回家来安慰老爸老妈。
“五一”节前一周，李博就把

积攒在手头的工作做好，嘱托同
事放假期间帮忙值班，自己准备
假期一到，马上“打道回府”。“可
是不知不觉三天过去后，才知道
这个假期，根本不属于自己。”李
博这样总结。

1日早晨不到8点钟，李博就
出门赶往济南长途汽车站。车多
拥堵，而且天气又热，路上行驶
了三个多小时才到家。中午到家
后，他已感到有些乏力，好在晚
上睡了个好觉。

2日，姑姑、叔叔得知李博回
家的消息，一致要求聚一聚。李
博早早起床与父母乘车赶往姑
姑家，吃过午饭又被叔叔接走，
等到晚上回到自家一看表，已经
9点多钟。由于4日一早要上班，3
日吃过午饭，李博只能再次匆匆
地赶往车站，赶在天黑前回到济
南。“这三天几乎都是在车上度
过的，丝毫没有感觉到假期的团
圆和舒适。”

与李博比起来，去年年底刚
刚结婚的李杰和魏泽小两口“五
一”过得也不轻松。“假期只有三
天，两边的父母都要照顾到，只
能两边跑了。”李杰说，自己家在
淄博，婆婆家在烟台，她和老公
只能放假第一天先回娘家，第二
天买好礼物后再乘坐5个多小时
的火车赶往烟台。
“坐车的时间太长，休息太

少，现在回家坐在沙发上，感觉
还是晃动的。”李杰说。

游玩不能出远门

近郊游堵得一塌糊涂

“憋闷了一个长长的冬天，
终于等到春暖花开，气温不冷不
热，正是出游的好时候。”爱好旅
游的郑建说，今年天气暖和的太
晚，就等着“五一”期间能够出门
好好玩玩。“其实最想去的是云
南，杭州也行，但假期太短了。”

郑建对此表示遗憾，由于只有
三天假期，选择长线旅游，即使是
双飞在路上也需要两天，再三考
虑，他放弃了出远门的计划，带着
老婆孩子，自驾游去南部山区。
“出了门才知道，短线旅游

也不容易，看景点不如说看车来
得准确。”郑建如此描述假期旅
游的经历，“去南部山区的路上
一直堵车，寸步难行。平时一个
多小时的路程，挪动了三个多小
时还没到达目的地。”加上天气

闷热，孩子一直哭闹不停，搅和
得郑建也失去了游览的兴致。

与郑建比起来，对于“五一”
近郊游的拥挤，王晨早有准备。
“去年五一期间也是三天假，当
时去南部山区旅游我就被堵在
路上，谁让时间短大家都不敢出
远门呢。”今年“五一”王晨本想
驱车到泰安玩一圈，挪动在异常
拥挤的路上，他临时改变了主
意，到了大小门牙就当做了目的
地。

三天的假期

两天参加5场婚宴

“两天参加了五场婚宴，创
纪录了。”当身边的同事同学不
断地赶在“五一”前给方圆打来
报喜的电话，她就知道这个“五
一”想休息，难了。

方圆的好朋友丁杰5月1日
结婚，作为大学同宿舍的好友，
不去捧场说不过去，可是同事陈
燕同样赶在这一天。11点48分，

匆匆参加完丁杰的典礼，顾不上
吃饭，甚至顾不上与新娘子说句
话，就搭上出租车赶往省城东部
的另一家饭店。
“连祝福的短信都是在车上

发过去的。”2日同样有两个同事
结婚，一样忙碌地度过。“老妈开
玩笑说，我放个假比明星走穴还
忙。”方圆调侃地说。
“平时工作忙，太多的家务

都要赶在五一做。”省城一所高
中的老师孙哲自称，“五一”三天
假没觉得做了什么大事，但却忙
碌得昏天黑地。
“换季了，家里被褥都要换，

光洗洗涮涮就是一个‘浩大’的
工程。”孙哲说，先将冬天衣服清
洗完收起来，再翻箱倒柜地找出
夏季的衣服打理，“光羽绒服就
洗了四件。”一转眼，两天的假期
过去了，剩下一天还得撑着酸痛
的腰，跑到超市买生活用品，一
天奔波，“到了晚上躺下来，别说
有假期休息的感觉，连明天上班
的力气都不知从何而来了。”

对于“五一”小长假，想必很多市民期盼已久。但真正经历过后才发现，三天假期里许多人

要么奔波在回老家的路上，要么拥堵在近郊游的路上，要么昏天黑地地处理积攒了几个月的

琐事，忙碌得焦头烂额。对此，许多市民感慨地说，“五一”三天假，咋就没有放假的感觉？

又是一个“五一”，窗外隐约传来婚礼的礼炮声，省城大三学生丽丽打开衣柜，各式长裙和高

跟鞋摆满了整张床，“又要开始转战婚礼了。”这个只有23岁的女孩，已经是有超过20场婚礼经验、

出场费达到300元的“职业伴娘”了。

记者了解到，省城的“职业伴娘”已经多达上百人。

“五一”三天，大多数市民选择在市区和近郊度假，许多人到济南植物园、千佛山等地，选择一块安静
的绿阴之地支上帐篷挂起吊床，独享野营休闲之乐。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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