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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育兵

如何确定小学生的入学
年龄，到底由谁来确定？多年
来，学校、家长和教育专家都
是各执一词。针对现行小学入
学6周岁门槛带来的诸多问题，
有专家建议，小学入学时除录
取符合年龄段要求的学生外，
可以针对未满6周岁的孩子安
排一些测试，实现入学年龄上
的“人性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
务教育法》规定，凡年满6周岁
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种

族，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
义务教育。不过在现实中，各
地教育行政部门一般把这一
规定具化为入学截止日期为8
月31日，因为新学年开学一般
是9月1日。

也就是说，晚8月31日一两
个月甚至几天，就得再等一年
上学。这一规定，让不少家长
苦恼，也引发不少争议。国内
一知名网站就“如何看待接收
将满6周岁儿童入小学”一事进
行过调查，在86400名参与人
中，选“赞同”的占73 . 9%，选“质
疑”的占20 . 1%，选“不好说”的
占6 . 0%。鉴于此，有人提出，应
该在入学年龄上人性化；有专
家进一步建议，可以针对未满6

周岁的孩子安排一些测试，测
试孩子是否达到了入学生理
和心理条件。这些想法，看上
去很美好，但是细究起来并
不可行。

首先要明确的是，我国之
所以将入学截止日期设置为8
月31日，是依据孩子的客观状
况制定的。科学研究和教育实
践表明，年满6周岁上学，符合
大多数儿童的身心发育特点。

不过，对于相当数量的家
长来说，他们关注的不是孩子
的身心发育，而是自己的教
育焦虑。在他们看来，赢在起
跑线上，就是赢在入学年限
上；他们认为，孩子如果晚一
年读书，那么毕业也要晚、找

工作也晚，早上学则可以为以
后争取更多时间。为了让孩子
早一点上学，家长们找关系、
托门路；有人曲线上学，有人
提前进行剖腹产，有人甚至
冒着法律风险修改户口簿，
种种做法，不一而足。与家长
们的追求相反的是，诸多事
实表明，低龄入学有可能出
现注意力不集中、对学习没
兴趣的现象，并不利于孩子的
成长。

在这样的现实下，实行人
性化的入学年龄并无意义，无
论哪一天为截止日期，总有家
长想让孩子早一点入学，想办
法突破。而科学的测试，在现
实的利益下，恐怕只会成为一

块“遮羞布”而已。
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入学

年龄博弈的过程中，我们恰恰
忽 视 了 最 应 该 重 视 的 主
体——— 孩子们，他们是否喜欢
早一些入学呢？所以，与其探
讨孩子的入学年龄，探讨截止
的日期，倒不如转变家长的教
育理念——— 更多的是关注孩
子的发展和成长，而不是自己
预设的成功。

入学截止日期这一看似
“生硬”的规定，可能并不适
合所有的孩子，但从现实来
看，从孩子的整体来看，它却
可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孩子，
防止家长们把孩子作为工具
恶性竞争。

“人性化”的入学年龄只是看上去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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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骚扰电话，运营商应主动担责

□汪昌莲

虽然电话实行了实名制，
但是骚扰电话并没有减少，北
京市民王女士近期频频遇到骚
扰电话，她向记者出示了最近
几天收到的骚扰电话截屏，最
高时一天能接到三次骚扰电
话。

如今，手机在人们日常生
活中已经不可或缺，但它在给
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隐藏
着巨大的安全隐患。用户个人
隐私及电话内部信息的泄露、

遗失、被窃取、被盗等事件频频
见诸报端，手机安全已成为一
个社会性的普遍问题。

现在实行的电话实名制，
曾被视作保障用户手机安全的
一剂良药。制度实施之后也确
实抑制了通信犯罪 ,让受侵害
用户能够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
身权益 ,同时保障了通信安全 ,
让金融、移动支付能安全开展。
但是电话实名制并不是万能
的，在经过“适应期”之后，骚扰
电话又再次复活。

以北京为例，据有关部门
统计，今年4月份以来，涉嫌骚
扰电话举报次数有明显增加的
趋势。6月和7月的涉嫌骚扰电

话举报次数都突破了6万件次，
4月和5月的举报次数分别为
3 . 3万件次和4 . 2万件次。去年7
月的举报涉嫌骚扰电话只有
1 . 6万次。

对此，有关部门曾归咎于
“实名制不彻底”，这显然有失
偏颇。

不可否认，我国对保护个
人隐私的相关法规，目前还比
较薄弱，执法、打击力度不够，
难以杜绝对个人信息的侵害。
运营商虽有制度要求员工为客
户保守秘密，但如果连法律都
难以保障的事情，企业制度就
更显得苍白无力了。更何况，我
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有关

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所以说，
并非实行电话用户实名制，用
户个人信息安全就能高枕无忧
了。相反，电话用户实名制，给
保护个人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要解决电话实名制下，骚
扰电话依旧扰民的问题，运营
商首先应肩负起社会责任，坚
决摒弃“经济效益至上”的经营
观，以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安全
为第一要务，在技术创新及制
度建设上舍得投入成本。在技
术创新上，应研制和推广“信息
安全电话”，使其具有智能防
盗、远程遥控、防止骚扰、资讯
保密等核心功能。其次，运营商

用于电话技术更新升级的成本
投入，不能全部转嫁给电话用
户。在制度建设上，运营商应将
保护用户秘密，作为员工进入
门槛及职业操守的“第一课”，
常记于心；同时，制订严厉的处
罚措施，严查重处泄露客户个
人信息的员工。

各方面对骚扰电话不仅要
“人人喊打”，更要切实履行好自
己的职责，“实打实地真打”，否
则就要受到追究、惩戒甚至承担
一定的法律责任。骚扰电话如

“过街老鼠”，到了彻底根治的时
候了，也一定能得到根治。

葛一家之言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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