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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科技创新教育走进课堂
文/梅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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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小学生们正
在展示自己的科创作品水
过滤系统。当日，“童心童创
牵手未来”呼和浩特市玉泉
区少年科学院第八届科技
节暨“童创未来”青少年科
技创新微视频展示活动在

玉泉区青少年宫举行，共有
400余名中小学生展示了他
们的科创作品。（12月7日
《北方新报》）

举办青少年科技创新

微视频展示活动，旨在推

动青少年科技活动的蓬勃

开展，培养青少年的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毫无疑

问，这样的活动，对于唤醒

广大青少年的创新意识，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但

同时，怎样更好地把广大

少年儿童吸引到科技创新

中来，值得引起教育部门

的深思。

现在，孩子们在学校

很少接触科创课程，类似

科技创新活动尚未同课堂

科技创新教育对接。而事

实上，只有让科技创新教

育走进课堂，才能真正激

发出青少年学科学、用科

学和开展科技创新的热

情，也才有可能产生更多

的科技创新成果。

科技创新是一种理念，

也是一种意识，需要长期培

养。因此，在基本科技教育

课程之外，还应面向未成年

人，开展科普大篷车、流动

科技馆进校园、“科普一日

游”等活动；举办“大手拉小

手，专家进校园”科普报告、

校园科技节、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等科普活动；开展

科普创客空间、网络科普

创意体验、科普随手拍等

网络科普互动活动；举办

形式多样的科普体验活

动，激励青少年积极参与

科技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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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诈骗”标签要早撕掉
文/山 歌

据《北方新报》报道，近日，多位细心的市民向本报反映，呼和浩特

市新城区公安分局成吉思汗大街派出所的办公电话被标注成“疑似诈

骗”电话好几个月了，派出所至今没有纠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相信许多人都接到过某类陌生电话，因为手机将其标注为醒目的

“疑似诈骗”，所以让人心生警觉，从而拒接。这样的手段，确实能阻挡

不少犯罪分子的侵入，避免受到侵害。但另一方面，“疑似诈骗”的标签

是由手机用户标注，如果有恶作剧成分或其他因素影响，手机卫士平

台也存在“误伤”无辜号码的可能。成吉思汗大街派出所办公电话被贴

了“疑似诈骗”的标签，不知是何种缘由导致，但可知的是，中了这样的

躺枪无比尴尬。不止是影响与群众联系沟通，妨害办公顺畅，而且身为

执法机关被无端抹黑，实在有损形象与威严。

当务之急，是派出所迅速通过电信部门或相关软件公司的配合，

将办公电话“疑似诈骗”的标签撕掉，否则持续下去负面影响不小。同

时也有必要对电话“变质”的原因进行调查，如果确实由主观恶意行为

导致，应通过合理合法手段对侵权人予以惩戒，让其意识到这个防范

功能并非随心所欲的儿戏。

打击电信诈骗要形成合力

50平方米以下住房限制入学不能止于取消

据媒体报道，深圳市螺岭

外国语实验学校日前在其官网

发布关于学位申请补充要求的

公告，公告显示，从2019年开

始，对申请该校学位的房产进

行户型面积及居住年限等方面

的“升级”要求。根据新规，50平

方米以下住房住户的子女满足

一定条件才能入学。学校将通

过社区网格系统记录和家访等

形式对是否在申请房产实际居

住进行核实。

其实，涉事学校此举并非

孤例。为抑制学区房热、学位房

热，此前也有地方的公办中小

学入学，针对学区房的购买年

限、面积做出了限制。比如，

2015年，广州市越秀区教育局

就曾发布新规：当年4月15日后

购买30平方米以下学位房、又

非唯一居住地的，孩子的学位

将被统筹。

而出台该政策的初衷无非

是降低学位房的择校功能，但

这一做法，其实存在较大的争

议。究其原因，用住房面积来限

制学生入学，既影响居民的平

等受教育权，对缓解择校热所

能起到的作用，也非常有限。

而不管是以居住面积限制

入学，还是实行多校划片入学，

这些打击学区房、学位房炒作

的行为都是一些“外围措施”。

只有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均衡，

缩小学校与学校之间、地区与

地区之间的教育质量差距，才

能缓解家长对孩子上学问题的

择校焦虑。

而推进义务教育均衡，需

要转变义务教育资源的配置方

式，其中有两方面极为关键：首

先，建立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

制定教育拨款预算，改变之前

由政府主导拨款的方式。推进

义务教育均衡，说到底，必须增

加对薄弱学校投入。

其次，成立社区（学区）教

育委员会，实行学区制管理。这

也符合《义务教育法》的规定。

社区（学区）教育委员会应由人

大代表、教育官员、校长代表、

教师代表、家长代表等成员共

同组成，负责制定社区（学区）

教育发展战略，监督学校依法

办学。每所社区（学区）内公办

学校的招生对象、范围，由社区

（学区）教育委员会决定，而非

教育部门或学校单方面决定。

在具体招生时，如实行多校划

片入学的电脑摇号，也应该由

教育委员会监督，而不是教育

部门内部监督。

最新的消息显示，在当地

教育部门的要求下，涉事学校

已经撤下该公告，相关规定也

被取消。但这给教育部门提了

个醒，要从民众的利益出发，制

定可持续的教育政策，才能保

障每个学生能上学、上好学。

（据《新京报》）

近日，国务院打击治理电

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

联席会议决定，从今年12月起

到2019年底，在全国范围内组

织开展为期一年的新一轮打击

治理电信网络违法犯罪专项行

动。

安全是享受互联网红利的

前提。近些年来，随着相关治理

工作的深入推进，电信诈骗人

人喊打的局面已经形成。一方

面，有关部门始终保持高压严

打态势，摧窝点、追赃款、拔“钉

子”，取得显著成效。有数据统

计，近3年来全国共破获电信诈

骗案件31.5万起，查处违法犯罪

人员14.6万人。另一方面，随着

持续不断的严厉打击、宣传教

育，广大群众对电信诈骗的认

知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陌生到

熟悉的过程，特别是一系列电

信诈骗“套路”“话术”的曝光，

让不少人的识骗防骗能力显著

提升。

电信诈骗的危害不只是让

人蒙受经济损失，更严重的是，

当违法犯罪人员通过诈骗获

利，诱使更多的不法分子参与

其中，这实际上就是骗术的滋

生蔓延，是对社会风气的严重

败坏，对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

安全感造成严重影响。

现在，电信诈骗手段不断

翻新，诈骗组织呈职业化、团体

化发展。比如，谎称网购平台

诈骗，冒充“客服”打电话骗

钱；再比如，假冒公检法进行

诈骗，虚构案件“要求”诈骗对

象转钱。现代社会也是风险社

会，网络空间也是风险空间，只

有抓住电信诈骗的新特点，适

应时代趋势、创新治理手段，才

能从根本上遏制住电信诈骗的

蔓延。

触网较少的老人、涉世未深

的年轻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对电信诈骗的防备心理更

弱、知识储备更少。这说明，打击

治理网络诈骗，不仅需要治已病

的“末端治理”，也需要治未病的

“源头防治”，让人们有充分的知

识和信息识破诈骗迷局。换句话

说，打击电信诈骗，既要靠政府

部门的重拳出击，也需要网络平

台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形成综

合施治的合力。

曾有人总结防范电信诈骗

的几个“一律”：接到陌生人电

话，只要谈到银行卡的，一律挂

掉；只要谈到“中奖”的，一律挂

掉；只要谈到“电话转接公检

法”的，一律挂掉；只要谈到“安

全账户”的，一律挂掉。政府部

门利剑高悬，公民自身提高防

范能力，就一定能让电信诈骗

无处藏身，让网络空间更安全、

更清朗。 （据《人民日报》）

就医一卡通
每去一家医院看病，就得办一家医院的就诊卡，这是很多人都遇

到过的烦恼。为提供更加便捷的诊疗服务，河南郑州开通了“就医一卡

通服务”，并结合支付软件的信息共享功能，通过人社系统基础信息平

台认证，为参保人签发电子社保卡。患者就诊，通过手机就能完成建

档、挂号、就医和结算流程。

这正是：信息互通扬帆，诊疗一卡通办。流程删繁就简，便捷民之

所盼。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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