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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 A9

河北沧州 !"名高中生带手机进校园被
劝退，此举是否矫枉过正？虽然现在这些学生
在教育局介入下已被允许回校，但手机能否
带进校园？昨日，本报“民生速递”版面围绕这
一话题展开讨论，也引来读者的关注。

不少读者表示，尽管对于手机是否能进
校园，学校观点和方法各不相同，但唯一相同
的是，越来越多的成人和青少年正在被手机
“绑架”。除了通信功能，手机更多地扮演着娱
乐和社交终端的角色，成人尚无法抵抗其吸
引力，更何况是孩子？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手机的主人正在呈
现低龄化趋势。开微信、聊 ##、打游戏甚至发
红包，不少小学生已经能熟练玩转手机的各

项功能。小学五年级家长钱女士告诉记者，女
儿自从开通了微信账号后，班级同学之间互
加的群大概有 !$余个，她自己当群主的就有
两个，“$$后”们的聊天方式也着实令钱女士
惊讶———谁作业遇到难题，有同学会拍照共
享，对方则会发一个 !元的红包以示感谢。钱
女士说，由于有孩子沉迷聊天，捧着手机误了
双休日作业，女儿班主任不得已下了“退群
令”，要求所有学生解散所有微信群。

“孩子对未知的事物有天生的好奇心，这
是可以理解的，如何正确利用好奇心获取有
益的信息，这是需要引导和告诉他的事。”延
安中学校长郭雄的观点，代表了不少老师的
心声。有老师建议，家长在第一天给孩子配备
手机的时候，应该和孩子一起设计手机使用
准则，什么时候能用，什么时候不能用，进行
一番约定。而这，则应建立在对孩子自控能力
的了解基础之上。 本报记者 陆梓华 马丹

手机主人低龄化 摆脱依赖细思量

据深圳公安部门排查发现，该市网约车
驾驶员群体中发现吸毒前科人员 !%"&名、肇
事肇祸精神病人 !名、重大刑事犯罪前科人
员 !''!名。"$!&年该市网约车已发生交通违
法 (&)'万宗。
对此，网友们怎么看呢？本报为此推出民

调，截至今日 !$时，共有 &"%*位网友通过新
民晚报 +,,、新民网、新民晚报新民网官方微
博等平台参与了关于此事件的“调查”。

本次调查中，有逾两成（"'-）的网友表
示“可怕，还是坐出租保险”。网友“痞纸奶奶”
留言：“这个确实吓人。”网友“罚十元”也表
示：“个人认为这些人确实对顾客有危险性。”
网友“戏说路上那点事”则提醒：“坐网约车的
人，也需要提高警惕，要防范意外。”

同时，有逾三成（.'-）的网友表示“对网
约平台该严管了”。网友“黑猫数星星”留言：

“（网约车）没有从业人员的严格准入审查和全
程有效监管保障，除非你永远不坐，否则，你总
有可能在某个时刻成为待宰的羔羊。”网友“旅
途中的行者 "$!'”则认为：“我觉得吧，这应该
是公安的事，企业又不能随便去查这个人有没

有前科，也没这个权力！唯一解决办法是和公
安全国联网，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但也有一成（!$-）的网友表示“没啥，以
后还会叫网约车”。网友“浅蓝心”留言：“有这
个数据也不值得惊奇，试想还能有几个行业

能接受有前科的人再就业。”网友“/010234”
也表示：“一年多了还没听说过叫车出现安全
事故的，虽然也有担心。”

同时，有近三成（"5-）的网友表示“应给
有前科者改过机会”。网友“678895'."”留言：
“犯了罪，接受了惩罚就好，没必要把这类人
拎出来单独贴个标签。专车领域这类人群较
多，正说明社会对这类人就业的偏见和歧视，
而专车行业偏见相对较少、就业门槛较低。每
个行业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类人存在，他们也
要有口饭吃，对此不必大惊小怪。”网友“黄土
地的红苹果”则质疑：“有前科的人不能重新
回归社会吗？标签贴一辈子吗？人家凭劳动合
法赚钱有什么不对？”

从本次调查看，网友们对有前科者能不
能当网约车司机争议较大，虽然大部分网友
表示了对网约车平台安全性的担忧，但也有
相当数量网友希望能给有前科者改过机会。
其实，此前部分城市禁止有刑事前科者担任
出租车司机，就曾引发法律界较大争议。当下
需要的是更精准的网约车司机准入门槛制
度，并应通过正式的立法程序来达成社会共
识，而不是由各地执法部门随意规定谁能当
网约车司机，谁无权当网约车司机。

新民网记者 沈小栋

网约车司机有犯罪前科，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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