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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小学入学年龄问题备受各方关
注。目前，达州学龄时段的划分节点为每年的8月
31日，这让不少孩子出生在9月的家长感到“头
痛”：孩子只晚几天出生，就要再等一年才能上
学。近日，市民黄先生忧心忡忡地向本报“丁山帮
办”栏目求助，“9月出生的孩子就非得晚一年才能
上小学？”

【家长担忧】
晚一年上学 输在起跑线上

据黄先生介绍，他家在达城中心广场滨江名
都城，属于大北街社区，按照区域划分，女儿上小
学应在通川区七小。家里房产证、户口簿等都没
有问题，只是女儿是2012年9月9日出生，而通川
区教育局规定，凡年满6周岁儿童才能注册入学，
年龄截止日期以当年8月31日为准。因此，黄先

生的女儿今年将不能上小学，这下急坏了黄先生。
“男娃娃还好，女娃娃就恼火了，晚一年上学

就意味着今后比别家同龄孩子晚一年大学毕业，
以后读研究生、找工作、找对象等都跟年龄关系很
大。”黄先生顾虑重重，他认为早上学比晚上学好，
大学毕业后女儿选择的空间也更大。

难道晚几天都不行吗？非得要晚一年才能上
学？不是有个“弹性”政策吗？黄先生抛出一系列
问题，他希望帮办记者帮他打听一下，像他女儿只
晚几天的情况能否开“绿灯”？

【记者调查】
上学晚一年 真不是坏事

根据规定，每年9月1日为小学新生开学日，
截止出生日期是每年的8月31日，所以9月1日及
以后出生的孩子就比较尴尬了。

记者随后在通川区部分小学校园门口采访了
一些学生家长。家长张女士称，女儿也是9月下旬
出生，多读了一个幼儿园大班。但是孩子心态还
不错，上了小学后，因为年龄比其他孩子大好几个
月，所以学习效果很好，不用家长操心。

“过早上学跟不上的话，会打击孩子的自信
心，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家长刘先生认为，晚一
年上学，孩子虽在同班同学中年龄较大，但领悟
力、理解力和心理上都会略胜一筹，成绩也更容易
拔尖。因此，他认为孩子晚一年上学真不是坏事，
所以也不用纠结。

【部门回应】
6岁是节点 宜迟不宜早

记者就此联系了通川区教育局。据该局基教
股李股长介绍，教育部规定，儿童6岁是入学年龄
节点，且宜迟不宜早。也就是说，有条件的还可适
当放宽到7岁读书。而很多家长对“弹性”政策认
识有一个误区，“弹性”政策出台，不是提前而是延
后。由于电子学籍在电脑中有严格的认定程序，
故晚一天都不行。

李股长表示，这些情况，反映了一些家长“不
愿输在起跑线上”的心理。只要跟孩子的学习有
关，家长都希望“赶早不赶晚”。教育部之所以把8
月31日作为“一道坎”，是因为开学时间通常在8
月底9月初，从教育规律上而言，不提倡孩子早于
6岁上小学，一方面孩子心智发展可能不够成熟，
另一方面体能也可能不适应学校的学习节奏。

□本报记者 罗丁山

9月出生的孩子非得晚一年上学？
●出台“弹性”政策，不是提前而是延后
●电子学籍在电脑中有严格的认定程序，晚一天都不行

差一天都不行啊！

一年级报名处

8月31日前满6周岁才能入学

本报讯 近日凌晨，市民吴先生将车停
在南城一停车位上。可等他次日上午准备开
车时，发现爱车右后车门被人划伤，一个轮
胎也被放了气。“我的车没有乱停乱放，又没
有挡住他人的车，为什么会遭‘黑手’？”吴先
生百思不解。

当天上午11时44分许，达川区公安分局
仙鹤路派出所接指挥中心转警称，南城万达路
采气七队门口有车被人恶意划伤。报警人吴
先生告诉民警，当天凌晨零点10分，他将车停
在采气七队门口路边的停车位上，等上午11
点30分来开车时，突然发现车右后门被人划
了好几处伤痕，车右后轮胎被放了气，明显是

人故意为之。
民警查看附近监控发现，男子庞某连续几

日将车停放在事发地点，具有作案嫌疑。民警
随即找到庞某，他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庞
某说，他就住在采气七队附近，近几年一直将
车停在采气七队门口固定的一个位置。事发
当天凌晨零点30分，庞某回家准备将车停在

“老地方”，却发现被另一辆车“占”了。因为喝
了酒，庞某一时冲动就下车将吴先生的车胎放
了气，还用钥匙将后车门划伤。

经调解，肇事者庞某负责吴先生小车的所
有维修费用，吴先生放弃追究庞某的法律责任。

(刘璨 本报记者 向也）

本报讯 近日，不少市民致电本报民生热
线2382258反映称，位于达城西外凤凰大道与
金龙大道交叉口东北100米处的金凤园公园
往莲花湖方向，有棵大树下光秃秃的，寸草不
生。

日前，记者来到金凤园公园，找到市民反
映的这棵大树，树下的确光秃秃的，与周围的绿
草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明显是被人为踩踏造
成的，大树前一块大石头也被攀爬得很光滑。

附近一家门市老板告诉记者，生活在城区
的孩子很少像农村娃娃那样石头、泥巴见得
多。前段时间，天气凉爽，很多孩子都喜欢爬
这块石头，还把大树下那段坡当成“梭梭板”，
在上面爬上爬下，导致大树下的草坪全被踩死
了。他希望相关部门能恢复这里的植被，同时
也希望家长教育孩子们要爱护环境，不要再让
孩子踩踏公园的植被。

（本报记者 杨秀琴）

金凤园公园大树下
成了孩子们的“梭梭板”

占了“老地方”

醉酒男怒划别人爱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