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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9 月 1 日开始，国家质检
总局将对安全座椅产品实施强
制性 3C 认证，3C 认证将成为产
品能否上架售卖的标准，未获得
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儿童安全座
椅，将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
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尽管
强制 3C 认证为儿童安全提供了
产品保障，但儿童安全座椅使用
率过低仍是困扰行业发展的主
要难题。
(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15版)

将儿童安全座椅纳入国家强制
性产品认证目录，是继上海、山东、
深圳将儿童强制使用安全座椅写进
地方性条例及法规后的又一项国家
强制性法规。3C认证不仅有利于安
全意识的提升，也是对全国性立法
的促进，但是，破解“儿童安全座椅”
使用率低的问题，却不仅仅是一个
售卖标准所能解决的，还应看到更
多的待解难题。

在中国家庭汽车拥有量飞速增
长的今天，对于那些没有足够自我
保护能力的儿童们来说，给他们一
个安全的乘车环境，是父母、家庭更
是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据《法制
晚报》报道，“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
数据：在发生小轿车碰撞时，儿童安
全 座 椅 能 使 婴 儿 的 死 亡 率 降 低
71%，幼儿的死亡率降低 54%。”然
而，安全座椅在中国的使用率却低
得惊人。正视这种风险，我们需要
弥补的短板还有很多。

首先，要解决的一大问题是，如
何让儿童安全座椅更好地和家庭汽
车对接。目前，国内家庭汽车的生
产，往往忽视儿童安全座椅问题，家
长即使想装，也要花费更多的金钱
去改装。所以，除了要求厂商生产
更加人性化、安全舒适、性价比高的
安全座椅，对汽车厂商提出儿童安
全座椅对接要求并强制推广，也该
提上制度议程。

其次，汽车社会的到来显然让
我们猝不及防，道路交通安全知识、
安全行为规范的遵守以及安全汽车
产品的使用尚处于懵懂阶段，除了
知识普及，我们需要立法加以规
范。不仅需要对产品质量的规范，
更需要逐步将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纳
入强制使用规范。最后，孩子的成
长速度较快，一个价格不菲的安全
座椅，如何回收再利用？二手安全
座椅是否安全？这些都需要出台相
应的检测标准和使用规范。

汽车社会已经到了，但它的成
熟显然离不开安全和谐的交通。在
中国，儿童乘车安全在中国仍然没
有足够的被重视。所以，从儿童安
全座椅的普及，到保护儿童的人身
安全，不仅需要法律的保驾护航，也
需要潜移默化地普及家长和儿童的
交通安全意识，同时也离不开良心
厂家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吴左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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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安全座椅：明确上架标准
更要创造条件推广

又到一年开学季，8 月 31 日
江苏省质监局发布了对 2015 文
具产品质量分析报告，结果显示，
笔、橡皮、修正液中普遍检出塑化
剂、有机溶剂残留和卤代烃等。其
中，邻苯二甲酸酯被研究证实发挥
着类似雌性激素的作用，可致男孩

“女性化”和女孩“性早熟”。
（9月 1日《东南快报》）

谁为这样的产品负责，又如何把
好孩童文具的监督关，是此次江苏省
质检部门2015文具产品质量分析报
告提出的一个公共议题。

对于文具监管而言，要想真正发
挥作用就必须加强生产环节的质量把
关。毕竟，文具那么多，一旦进入流通
环节，就陷入了九龙治水的尴尬。其
具体监管责任将由工商等部门分担，在
责任稀释之下，一些责任心不强的监督
者，难免疏于防范。而除此以外，不能
忽视的是，流通环节产品流通太广，一
线执法者不一定具备专业检测技术，受
时间以及成本甚至人情的制约，防住问
题文具的流通，无疑难上加难。相反，
在市场准入环节，相关部门就把工作做
扎实，树立事前监督的工作理念，不达

标的生产企业采取停产整顿等措施，那
么文具有毒的情况又何以蔓延开来？

值得思考还有，从江苏省2015文
具产品质量分析报告来看，这些问题
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多种并成系统性
的存在，为什么这些化学物质在既有

的产品监督环节没有发现，是存在市
场准入环节监管者松懈还是基层检测
技术原因，抑或少数监督执行者有意
放纵？凡此种种，也应成为该份报告
的调研对象，给公众一个交代。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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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防文具有毒应重市场准入监管

8 月 30 日，武汉工程科技学
院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电算化
专业迎来了一名“大叔级”新生
王红爱，他在来报到的前 3 天刚
过完 42 岁生日。“这是我第二次
来这所学校当新生了，上次是
2009 年。”来自湖北当阳市玉阳
镇的王红爱说起曾经的经历，十
分坦然，他称技校毕业后进入一
家金融机构上班。2002 年，因不
习惯单位人情世故等原因辞职。
（9月 1日《楚天金报》）

技能的获得不一定非得到大学，
在实践中去锻炼和提高自己，社会这
所“大学”更考验和培养人。一个人即
便走出象牙塔，也需要经历社会的检
验，若是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那么即
便回炉大学再多次数，拿了再多的文
凭也可能难以为继，反倒成为逃避现

实的一个理由。现在对于“大叔级”的
新生来说，其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在
于，自己难以适应社会并屡屡碰壁，恐
怕不是专业技能不够，文凭的层次太
低，从不习惯人情世故到婚姻的变化，
而恰是自身出现了问题。因而，若不
能解决自身的处理人情世故的缺陷，
让自己真正有能力融入社会，与世相
对隔绝的大学生活，将会放大短板并
成为更大的障碍。

人到了中年，已过了在学校集中
学习的黄金岁月，像小青年一样从头
再来，也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更重
要的是，错过了黄金期的校园学习和
充电，更多的还是基于“学以致用”的
需要，而不能像猴子掰玉米一样，不断
做着无用功，在同一条路径上不断地
犯错误，结果陷入了“不满意——从来
再来——不满意”的恶性循环中。对

于“大叔学生”而言，知道自己应当做
什么，想要做什么，能够做什么，比单
纯的获取一个本科毕业证，恐怕更为
现实而重要。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是，
文凭并不代表能力，更不意味着从头
开始的门票，而是人生经历中的一次
加油，是对厚积薄发的一次补充。

有态度和有想法当然值得肯定，
然而方式和道路更加重要。若是方式
不当，那么想法就始终难以实现，甚至
会成为不着边际和难以落实的空想。
做事也好，学习也罢，都需要以做人作
为基础。若是不能适应社会大学这个

“熔炉”，那么再进象牙塔的“回炉”，恐
怕终将以失望作结。因而，“大叔级”
新生王红爱的“回炉法”，不妨理性
看待和冷静分析，这种带有逃避成
分的选择方式，也不值得效仿和借
鉴。□堂吉伟德

换种活法并非要再上大学“回炉”

行人闯红灯
纳入征信记录
你觉得可行吗？

行人闯红灯，将会影响考
驾照、租车、找工作甚至婚恋
交友了。深圳交警最近宣布，
将行人和非机动车的部分重
点交通违法纳入征信系统。
（9月 1日《三湘都市报》）

行人闯红灯
纳入征信是个好办法

@犁一平：把行人闯红灯
纳入个人信息记录是否可行
呢？显然，这不失为一种有
效办法，总能“吓”住一部分
市民，比如，那些近期正等
着要贷款买房的人就会变
老实点。从国外治理行人闯
红灯的经验来看，也不乏不少
先例。

@罗瑞明：行人闯红灯纳
入征信体系，与多个部门合
作，将影响到信用贷款、买房
等，意味着从单纯的交管部
门进行处理，延伸到多个部
门共管，此种违法成本比起
罚点儿款更为沉重，约束力
更强，从而让遵守交通规则
成为自觉，迫使一些人脚下
留神一点，眼睛瞪大一些，安
全驾驶意识多一些。

具体推广
还宜审慎推进

@盛人云：虽然我们都希
望生活在一个“诚信者畅通无
阻、失信者寸步难行”的社会
里，给不诚信行为更大压力、
给诚信行为更多褒奖，但我们
还必须认识到，社会诚信的养
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将闯红
灯与个人信用挂钩需要稳步、
审慎推进。

@学明：社会征信体系事
关重大，涉及人们生存、生活、
社会交往的重大公民权利，将
信用管理作为新型的社会管
理手段，务须建立在法治基础
之上。闯红灯作为一种轻微
违法行为，成为公民信用污
点，也必须经过充分的公共讨
论。此番深圳交警，在缺乏必
要论证的前提下，单方面宣布
将行人交通违法纳入征信系
统，可能会导致监管跟不上等
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