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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更换二代身份证至今已近20年，明年开始迎来三年换证高峰年——

走进制证中心 看身份证如何“走”出来

■ 本报记者 黄萱

“您家孩子身体不协调，是感统失调。”
“孩子专注力差，得进行感统训练。”“太好
动，是感统出了问题”……不知从什么时候
开始，越来越多的孩子因为一些异常表现，
被挂上“感统失调”的标签，随之而来的是
动辄数万元的感统训练课程。记者调查发
现，在“感统”的招牌下，看似专业的评估，
实则夸大其词；看似正规的训练师，资质存
在大量水分。

感统全称为感觉统合，指将人体器
官各部分感觉信息输入组合起来，经大
脑统合作用，完成对身体外的知觉做出
反应。没有感觉统合，大脑和身体就不
能协调发展。

记者跟随4位孩子年龄分别从3岁到
6岁的家长，来到南开区王顶堤附近的一
家训练机构咨询，“感统训练”几个大字被
标在机构宣传页最显著的位置上。
“感统失调其实对孩子影响挺大的，

您家孩子现在还小，可能表现为好动、专
注力差，等上了小学，坐不住、不听讲、成
绩上不去就都显现出来了。”机构老师很
热情，但对于这几位家长分别表述的孩子
不爱说话、走路摔跤、喜好蹦跳、好动不闲

着等行为，一概判断成感统失调。
记者在机构转了一圈，发现不少孩子都

在里面上感统训练方面的课程，而坐在外边
等候的家长们对感统却一知半解。尽管不
了解感统，但很多家长都表示，只要对学习
有帮助就愿意尝试。
感统训练的教室里，几乎没摆放什么设

施，上课的时候老师会用彩色绳子、各类形状
的物体做障碍物，孩子随着老师的指令做跑、
跳、蹦、过障碍物等训练。“教室主要用来锻炼
跑、跳、爬、蹦等运动，另外还有专注力训练。”
老师说。感统训练每节课不到1小时，课程
单价在200元左右。机构有小的课时包和较
大的课时包，老师一般建议报名大课时包，
“感统训练是个长期过程，时间短看不出效
果，家长要有耐心。”老师建议，根据孩子感统
失调严重程度不同，一般一周两到三次课。
记者粗算了一下，如果200元一节课，一周就
要400元到600元，一年最少20000元。

问到师资，老师只拿出了机构培训的
合格证书，并没有感统训练相关的资质证
书，有的只是孤独症康复训练教师证书、幼
儿园教师资格证、机构自创的训练合格证
书，甚至只是机构内部评选的优秀教师证
书。在官方网站上公布的国家认可的职业
资格证书中，也没有与感统训练相关的。
在招聘网站上，多数机构在任职要求上明
确写着统招专科及以上学历，心理学、教育
学或相关专业优先。一些公司也招收感统
训练方面的“新手小白”，机构自行培训即
可上课。

天津市儿童医院心理科主任石萍介
绍，感统失调在临床上是一种现象，并不是
疾病。感统失调的孩子在临床上表现为动
作协调性差、平衡感差、笨拙等，这样的孩
子到了学龄期，在书写上可能出现丢三落
四、偏旁倒错、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可以
通过一些感知觉的运动，达到手眼脑的协

调配合，提高感知觉的整合能力。一些社
会机构把感觉统合的问题扩大化，有的甚
至将社交障碍、孤独症、自闭症也归结为感
统失调，都用感统训练来治疗。在石萍接
触的孩子中有一位孤独症患儿，家长称已
经在机构上了两年感统训练课。“孤独症的
核心问题是社交差，跟感统训练的运动疗
法没有任何关系。”石萍说。

实际上，有些孩子早期有一些感统方面
的问题，但并不都是感统失调。有些机构是
打着感统失调的旗号给家长制造焦虑。“现在
专业医疗机构都不太提感觉统合。不是说感
觉统合不好，而是被用坏了。”石萍介绍，目前
感统训练师没有国家认可或颁布的证书，所
谓的感统训练师证书，只能证明学习过感统
训练的相关课程，不是技能等级证书，也不是
从业证书或资格证书。因此，家长要克服从
众心理，认识到儿童感觉统合能力训练只适
用于极少部分孩子。

感统失调不是病 家长当心被忽悠
有机构扩大感统问题制造焦虑 专业医生提醒：感统训练只适用于极少部分孩子

■ 本报记者 黄萱 文/摄

在河东区卫国道，有一座不起眼的灰色
小楼，您日常生活离不开的身份证，就是从
这里“走”出来的，这座小楼是天津市公安局
身份证制作中心（以下简称制证中心）。
“这里每天要制作3000张至4000张身

份证，最高峰时要制作12000张。”制证中
心负责人高鹏介绍说，一张身份证的制作
要经过十几个环节，每一个流程都要精益
求精完成，因为责任重大。

11月3日，记者来到制证中心。制证车
间里非常安静，静到只能听到机器与身份证
摩擦的声响，静到只能听到审核人员手中鼠
标的“嗒嗒”声。高鹏告诉记者，制作一张身
份证主要有七个步骤：相片认证、膜打印、预
定位、平压冲切、电写入、数据核验、分拣质
检，其中还会分出更精细的步骤。“就拿相片
认证来说，里面还分好几步。”
各区办理身份证采集的照片都会汇集

到制证中心，所有照片的认证都在这里完成。
受理点拍下市民的照片后，第一时间传输到制
证中心，审核民警通过电脑查看照片是否合
格，除了穿着打扮、头发不能遮挡五官等需要
符合标准外，还得看照片的亮度、反光等几十
个项目。受理点众多，核验照片的民警却只有
一位。因长期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审核民
警一眼就能看到照片的问题。因这个岗位不
能离人，民警上厕所都得用“飞行速度”。
另一个鼠标声不断的工位是“新旧容貌”

对比工位，市民更换身份证的时间有的是几
年，有的是十几年，因此从发型到肤色、从容貌
到神态，变化都不一样。有的变化明显，民警
需要将居民此次拍摄的照片和历史照片进行
比对，虽然有机器帮衬，但对民警的眼力要求
非常高，不能有一丝马虎。“当然，也会出现一些
对不上的，比如做过整容手术的，虽然神态能
看出相似，但容貌上往往需要属地派出所帮忙
找到居民，提供做过整容手术的相关证明方能
确认。”再有，查重也是照片认证的重要一项。

系统会查找最为相似的两个人，通过样貌看是
否为同一人。为了预防冒名顶替，民警们各个
都炼成了“火眼金睛”。

身份信息和照片经人工比对无误后，部
分照片还要进行校色处理，然后将信息打印
在特制的材料上，再将证件“雏形”用机器切
割成独立的身份证，在电子芯片中“写”入信
息。之后，经过质检、分拣入库、邮局寄递等
程序，一张身份证才会送到办证人手中。

大量的数据、重复的流程、印刷的机
器……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份单调的工作，
但辅警黄爱维却觉得每天的重复都藏着挑
战。她在制证车间工作了近20年，是经验丰
富的工作人员之一，“时间长了，能摸索到一
些规律，比如人脸部有些细节是历经岁月也
不易变化的，我把这些细节总结下来传授给
年轻同事，然后让他们在比照中熟练掌握，提
高工作能力。”

虽然制证技术已经十分先进，但谁也不
能保证机器百分之百无误，因此“一个萝卜一

个坑”，每台机器旁都会站着一位民警，“监
督”机器干活。制证中心一共有十多位民警
辅警，几乎没有休息日。虽在同一个屋檐下
工作，但每天除了盯电脑、看机器，一天下来
同事间说不上几句话。
2004年更换二代身份证至今已经近20

年，明年开始迎来三年换证高峰年，制证中心
面临成立以来最大的挑战。“制证中心将想尽
一切办法，迎难而上，保证顺利完成任务。”高
鹏说。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高达模型”是动漫迷、手办迷比较喜爱的收藏品，价格不
菲。我市一男子从中看到“商机”，在二手交易平台上挂图卖
“高达模型”，可进货来源全靠偷，最终将自己送进了班房。

10月22日11时许，公安北辰分局天穆派出所民警接到
辖区一家玩具店负责人报警，称前几天盘点货物时发现两盒
价值不菲的“高达模型”丢失，后通过监控录像发现一个可疑
男子，而此人正在店里。民警立即赶到现场，通过指认将这名
男子控制住。男子非常惊慌，回答问题支支吾吾。民警通过
玩具店负责人提供的监控录像，基本确认了男子的盗窃行为。

通过审讯，男子供认自己有工作，在二手平台上贩卖“高
达模型”就为了赚点外快，可没有进货渠道，就想着做无本生
意。他先在玩具店里对着热门玩具模型拍图和视频，谎称自
己经营玩具店，然后将相关内容发布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如果
有人购买，他再去店里伺机偷走同款商品。

经核实，该男子作案两次，盗窃“高达模型”4盒，涉案价
值2000余元。目前，该男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被
盗商品全部追回并返还商家。

看上动漫收藏品“商机”

靠偷赚外快 自己进班房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通讯员 江珊

先问诊后开方，对症下药是正常看病流程。然而，部分网
络售药平台却“对药下症”“据药配方”，对购药群众健康安全
构成隐患。近日，河北区人民检察院对网络售药违法行为进
行公益诉讼。

不久前，公益诉讼观察员向河北区人民检察院“益心为
公”志愿者检察云平台反映，部分售药网店存在“对药下症”
“据药配方”的违法行为，配置的销售流程是先由买家选购药
品再配处方。河北区人民检察院随即对各大网络购药平台多
家药店开展公益调研，发现有的药店违规发布用药提示或药
品说明书等信息，使购药者依据现有信息自行填写病症，选择
相应处方药品，违反先方后药的鉴诊流程，危及购药群众健康
和安全。
《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规定：药品网络零售企业

在处方药销售主页面、首页面不得直接公开展示处方药包装、
标签等信息。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说明书等信息，不得
提供处方药购买的相关服务。
对此，河北区人民检察院制发检察建议，促进完善行业规

范，加大监管力度。市场监管部门集中排查整治，对多家违规
网上药店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涉及平台问题移交属地市场
监管部门，对辖区内网上药店开展教育和行业规范培训。
检察官提示：需要上网买药的患者应避免“自行诊断”，切

忌盲目追求购药方便而忽视用药安全，处方药一定要经医生
诊断后按医嘱购买。

网上购药竟然“对药下症”

检察机关对网络售药违法行为进行公益诉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