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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 28 年，阳历日期全一样，还
能找到1996年的旧日历吗？”1月13日，
西安市民王女士在朋友圈留言说，她发
现，2024 年的日历和 1996 年日历的阳
历日期完全一样，“2024年和1996年都
是闰年，2 月份都有 29 天，且元旦同为
星期一，12月31日，均为星期二。”

1月13日，记者查询2024年和1996
年的日历发现，这两年的公历日期分布
确实完全相同。

发现日历“撞脸”后，有市民开始翻
找家当，看能否把旧日历找出来继续用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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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注意到，尽管这两年的阳历日
期相同但农历并不相同，2024年的除夕
是2月9日，而1996年的除夕是2月18
日。比如马上到来的“腊八”，2024年日
历显示是在1月18日，而1996年日历显
示在1月27日，相差了9天。

为什么相隔 28 年，阳历日历会撞
脸呢？有专家表示，这是一个历法知
识。2024年的公历日期与星期的对应
结果与 28 年前的 1996 年相同。因为
2024 年是闰年，每 4 年会遇到一次闰
年。由于平年一年365天，相当于有52
周零1天，闰年一年有366天，是52周加
2天。所以两个闰年同一日期的时间间
隔为1461天，等于208周加5天。这一
日期对应的星期数会顺移5天。这样，
最快要经过7个闰年，星期数才会顺移
为 7 的整数倍，与星期对应上。因此
2024年与1996年阳历日期相同。对于
平年，只要经过6年或11年就会相同，
比如 2023 年与 2017 年、2025 年与 2014
年阳历日期相同。

日历日历““撞脸撞脸””引发集体追忆引发集体追忆

这个有趣的现象，引发不少人在网
购平台寻找购买1996年的旧日历。

西安市民唐先生生于1996年，今年
28岁，他也在到处寻找1996年的日历，

“把新旧两本日历放在一起翻翻，会有
种岁月从手中划过的感觉。”

唐先生的妈妈也加入到了帮助寻

找1996年旧日历的队伍中，1月13日，
她说，1996年，是个特殊的年份，除了宝
贝儿子出生，另外，那是一个没有智能
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时代，人们的交往更
加真实和直接，用这个老日历，每翻一
页就像是在重温那个年代的记忆。那
时候一切都显得那么简单和纯真。

日历的这一次“撞脸”，引发集体追
忆。这几天，很多人在分享着他们使用
1996年日历的照片和故事，有市民说，

“寻找1996年的日历，不是真的要用它，
更多的是因为它们唤起了人们对过去
的美好回忆。”

很多人想找到很多人想找到19961996年的旧日历年的旧日历

这种日历“撞脸”也带动了线上的
购买热潮。据了解，某二手平台上，近
一周内，1996年旧日历的新发量与成交
量飙升600%。

记者以“1996年日历”搜索发现，目
前在售的既有老款手撕日历，也有米老
鼠、奥特曼、明星海报等主题的生肖日
历瓷盘，价格从数十元至200多元不等，
还有一种是1996年的手撕日历，二手平
台上的价格是 30 多元钱一张，商家在
宣传时也说，最近，1996年的日历，已经
成了“香饽饽”。

以1996年366天计算，如果一本日
历卖完，售价高达 13908 元。卖家说，

“拍下需告知具体阳历日期，二手商品，

多少可能会有瑕疵，都是当年的老物
件”“所售日历都是原版，都是自己多年
收藏起来的”。

有买家调侃说，旧日历都成了理财
产品了，这跑赢了市面上很多产品。还
有网友说，闰年日历完全相同的情况并
不罕见，每经过一个28年的周期，闰年
日历就会完全一样，今年抢不到1996年
的日历别灰心，多买点今年的日历，等
到2052年又能派上用场了。

民俗专家民俗专家
中国历法是阴阳合历只是一次重中国历法是阴阳合历只是一次重

合现象合现象

知名民俗专家，西安市非遗保护中
心副主任王智说，中国的历法是阴阳合
历，日历上标注了多种历法，包括公历、
农历、二十四节气、生肖纪年、天干地支
纪年等。公历只是其中一种，所以单纯
地把1996年的日历找出来，其实可用性
不强。这两个年份只是星期和公历节
假日重合。

王智说，中国传统节假日中多是参
考阴历的，端午、中秋、重阳、春节都对不
上，即便是清明节日期对上了，但是作为
节气的交节点对不上，所以，对两个年份
公历重合的现象，不必太认真。“2024年
也是中国农历春节申报人类非遗年，希
望大家要多关注中国传统节日与历法中
的文化与智慧。” 本报综合消息

每到岁末年初，有关年终奖发放的话题往往都会成
为讨论热点。身为打工人，都渴望能领到一笔年终奖，然
后迎接春节的到来，但很多时候却事与愿违：有人对年终
奖的数额不满意，而有的人压根不知年终奖为何物……
用人单位与员工经常因为年终奖的发与不发、发多发少
产生争议。

年终奖究竟是“员工福利”还是法定权利？在年前离
职还能否拿到年终奖？公司以效益不好为由拒发年终奖
有没有法律依据？员工又该如何维权？本期【你问我答】，
我们跟随《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天驰君泰律师
事务所合伙人郭政一起了解关于年终奖的那些法律问题。

问：什么是年终奖？发放年终奖是企业的法定义务
吗？

答：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工
资总额由下列六个部分组成：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
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而
根据《〈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若干具体范围的解释》
规定，奖金的范围包括：生产（业务）奖包括超产奖、质量
奖、安全（无事故）奖、考核各类经济指标的综合奖、提前竣
工奖、外轮速遣奖、年终奖（劳动分红）等。

年终奖一般在劳动合同或规章制度中明确，大致可以
分为工资类、考核类、福利类、奖励类。如果是工资类年终
奖，即约定年薪总额中的一部分平均后按月作为工资支
付，剩余部分作为年终奖于次年年初发放，这种未明确约
定考核内容、考核形式和不发、少发条件的情况，则本质上
是工资，应视为“固定收入”；如果是考核类年终奖，属于绩
效工资范畴，公司应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劳动者的工作表
现，按照考核程序考核后发放；如果是福利、奖励性质的年
终奖，是公司出于激励、挽留员工的目的而设立，则应尊重
用人单位的自主决定权。

问：年终奖发放前离职，还能拿到年终奖吗？
答：提前离职能否获得年终奖，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

具体分析。
对于性质为劳动报酬类的年终奖，劳动者在职期间为

用人单位提供了劳动，离职后劳动者应当获得相应的劳动
报酬，故应当支付年终奖；对于奖励金性质的年终奖，发放
该奖励金的前提是应当符合用人单位发放的要求或规定，
劳动者在发放年终奖之前离职不符合发放年终奖条件的，
则对于劳动者的支付请求将可能不予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性质为“固定收入”一部分的年终
奖，用人单位即使能够举证员工“绩效不佳”，也应当支付。

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对年终奖的性质及发放没有明确
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在劳动者举证证明公司有发放
年终奖的规定或者有年终奖支付的相关约定前提下，对于
劳动者离职后主张在职期间年终奖的处理在司法实践中
亦存在差异。

问：公司能否以效益不好为由不发年终奖？
答：根据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

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
和工资水平。该条规定普遍被认为是赋予了用人单位劳
动用工自主权的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可以据此自主决定
工资分配方式以及工资结构包括年终奖是否发放、发放金
额、标准等的用工自主权。

实践中，用人单位可在劳动合同或规章制度中对年终
奖的性质进行明确规定，明确年终奖是属于劳动报酬还是
奖励金。同时，在劳动合同或规章制度中应约定发放规
则，对发放时间、发放对象、发放标准、发放条件，包括对不
予发放的情形进行明确约定；对于不符合发放条件的劳动
者，应注意保留相关证据，若是通过绩效考核的方式发放
年终奖，应有明确的绩效考核标准，并按时对劳动者进行
考核，保存好考核证据。

需要注意的是，相关规定应当基于公平合理的原则，
避免完全排除劳动者的权益，免除用人单位义务的规定。
同时，要确保该规章制度程序的合法性，通过规章制度对
年终奖进行规定的，应当告知并公示给劳动者，并让劳动
者签字确认。在劳动者离职时，尽量与劳动者签订离职协
议，并将权利义务约定清楚。

问：用人单位拒发年终奖，员工该怎么维权？
答：员工入职前应尽量了解劳动合同关于年终奖的

条款，如果有异议的可以先向公司进行确认或者提出异
议等。

如果公司存在应发不发年终奖情况，作为劳动者可以
通过以下途径进行维权：在争议发生时，可以向劳动行政
部门投诉，或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申
请；同时，劳动者应当注意留存相关证据，如劳动合同、工
资支付凭证及用人单位有关年终奖发放的规章制度、员工
手册等。

由此可见，虽然法律法规没有对用人单位发放年终奖
作出具体规定，但如果用人单位存在应发未发年终奖的情
形，那劳动者就有必要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
益。 本报综合消息

隆冬时节，雨雪交加，出门取快
递多有不便，好言请快递小哥将快
递放在快递柜。不承想，对方找了
一堆理由，就是没答应，宁可隔天再
送。网上一搜索，此类新闻不在少
数。快递柜怎么就不受待见了呢？

仔细回想，确实有时日没用快
递柜了。记得前些年，上班时间不
便签收送到小区的快递，只好请物
业代劳。每次回家，总要第一时间
去物业密密麻麻的快递摊里，反复
找寻辨认一番。痛点就是商机！快
递柜应运而生，小区里、单位旁，各
类色彩鲜艳的柜箱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那时候觉得快递柜真“香”。

这才几年光景，快递柜行业怎
么就急转直下了？

其一，多头收费，体验不佳。
当年，快递柜甫一问世，就实现

了多赢：从此用户签收快递时间灵
活，包裹安全也有保障；快递员可避
免重复上门提升效率；物业增加了
场地租金收入。快递柜还对用户免
费，相信不少人都有一天收到好几
条取件短信的记忆。

然而，火爆行情没持续多久。
几年前，快递柜企业宣布对超时快
件收费，成为社会热点。习惯了免
费的部分用户从此不愿包裹被小哥
直接投进快递柜。对快递小哥而
言，每票快递只赚1元左右，放进快
递柜每件要扣去三四角钱，很影响

收入。如需征得用户同意才能使用
快递柜，也影响了快递小哥的工作
效率。

由此，快递员和收件人这两大
用户群体的使用体验、使用意愿都
陡然下滑。

其二，追兵迭出，赛道拥挤。
快递物流赛道的竞争出现白热

化。就在快递柜企业饱受用户诟病
之际，几乎与快递柜同时问世的快
递驿站精准发力。它们坚持不收用
户费用，而是通过与快递公司合作
赚取代理费，可谓巧妙避开了对手
走过的坑，还叠加了寄快递、零售、
社区生活、本地服务等多种商业场
景，更像是一个小型综合体。这位
服务多元、武功全能的物流“追兵”，
显然更具性价比。

其三，盈利艰难，资本抽梯。
前些年，快递柜的美好前景，

引得顺丰、邮政等物流巨头纷纷入
局，很快有了丰巢、速递易、创赢联
盟等代表性企业。发展初期，为了
培育消费习惯，这些企业在风投的
助 力 下 ，通 过 烧 钱 换 市 场 、换 规
模。如今，资本潮水退去，快递柜
的收入主要就靠快递员的寄存费、
用户的超时费和柜体广告费。而
快递柜的成本却包括柜体、场地租
金、设备折旧、维护管理费用等。
微薄的收入与运维成本相比，简直
是杯水车薪。眼看快递柜深陷客

户不买账、难见盈利的尴尬境地，
近两年已经少有风投加码快递柜
行业。

虽然市场表现低迷，现状令人
揪心，但快递柜面对各类竞争对手
并非毫无优势。一是安全，不用担
心丢失；二是私密，一件一柜保障隐
私；三是便捷，取件无时间限制。这
些都是快递柜依然存在的现实基
础，也是各地的快递柜虽遇冷，但还
没有完全撤柜的原因。

当然，快递柜企业也在蓄力跨
界转型。比如，知名品牌快递柜企
业上线了洗衣业务，还通过小程序
提供诸如日常家居保洁、空调清洗、
油烟机拆洗等生活服务。社区团
购、回收、洗衣洗鞋、物品暂存……
快递柜企业还在深挖社区商业服务
的潜力。特别是一些消费平台推出
的无接触外卖柜、生鲜柜等业态，想
必也能够给快递柜企业更多的启发
和想象空间。

不管是快递柜还是快递驿站，
都体现了商家对抢占配送“最后一
公里”商机的重视。只要物流业仍
然兴旺，快递柜的进化蜕变就还有
发挥空间。眼下，相关企业既需要
锻长板、谋突破、加快多元发展，还
需要引导投柜快递员充分尊重用户
意愿。做好了这些，快递柜企业的
翻身仗，或许还有新一季的剧情。

本报综合消息

2024与1996日历“撞脸”引热议

智能快递柜为何不“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