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星报时评信箱xbxy2010@126.com
2020年6月16日 星期二 编辑吴承江 组版李 静 校对陈文彪星眼

儿童零食出台标准
让人放心吃非常道

张文宏称精准防控将成常态
张文宏医生谈及北京疫情称：好消息

是所有病例都与新发地市场有关，没有看

到无传播途径的病例，说明防控处于疾病

扩散的早期。按照目前的处置力度与速

度，这场疫情可控。坏消息是新发地市场

的吞吐量惊人，后续是否会出现新的爆发

点现在不可知。今天北京所做的精准防

控，及时处置，不影响全局的防控策略，应

该是今后全国各地防控的常态。@财经网

微声音

喝茶刮油是种错觉
茶叶含有咖啡因、茶碱和可可碱等复

杂成分，能显著刺激胃酸分泌，促进胃动

力，这个过程有助食物消化，使人产生消脂

解腻或饿得更快的感觉。不过，不管是“消

脂解腻”还是“饿”，都无法“刮油”，因为你

吃下去的脂肪不会因为喝茶而减少。普洱

茶和红茶刺激胃酸分泌的作用更强，因此

喝普洱茶更容易饿。 @生命时报

6 月 15 日 ，由

中 国 副 食 流 通 协

会 等 联 合 发 布 的

《儿童零食通用要

求》团体标准正式

实施，对儿童零食

营养健康和安全性等方面进行了系

统规定。这是我国第一个关于零食

的专门标准，也是首个关于儿童零食

的标准。（6月15日中国新闻网）

当前存在于儿童零食产品上一

个突出的问题便是缺少专门的安全

生产标准，这也就意味着，市场上大

多数“儿童专用”食品，其实并没有针

对儿童需求进行生产。这其实是非

常大的隐患。仅以许多家长深恶痛

绝的食品添加剂为例，据町芒研究院

统计，儿童零食中 53.8%的奶制品零

食都含有食品添加剂，23.1%的饼干类

零食中含有食品添加剂。

除了乱添加问题，当前市面上许

多面向儿童销售的零食还不同程度地

存在高油、高盐、高糖等诸多问题，这

些都直接威胁到了少年儿童的正常发

育成长，并且引发了肥胖儿、性早熟等

各种各样的儿童健康问题。

现在，我国第一个关于儿童零食

的团体标准终于落地。6月15日正式

实施的《儿童零食通用要求》，对儿童

零食的原料要求、感官、营养成分、微

生物指标、食品添加剂等做出了明确

规定。它将儿童按照年龄分为两个

阶段：3至6岁(60个月以内)为学龄前

儿童；6 至 12 岁为学龄儿童。根据不

同年龄段儿童的生长特征，确定了不

同的重点营养素需求。

此外，这一标准还提出了儿童零

食所使用油脂不应含有反式脂肪酸，

不能使用经辐照处理的原料，少添加

糖、盐、油，规定氯化钠、蔗糖、脂肪的

限值，产品的组织形态不能有明显尖

锐突出物，产品口感不崩牙等禁止性

要求。

由此可见，这部标准的出台，填

补了行业空白，解决了儿童食品安全

质量标准从无到有的问题。这是广

大家长和孩子们期待已久的“及时

雨”，也为儿童健康成长撑起了一把

制度的保护伞。希望这一团体标准

在施行后能够得到认真执行，并能进

一步推动具有更强效力的国家标准

的出台。

别让“治眼神器”成“治眼凶器”
□ 杨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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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美App莫成为
害人的“小妖精”

□ 刘宝庆

众多定位为“社区+点评+团购”的医美

平台，原本是从提供咨询、服务用户的立场

出发，打造以内容创作、社群参与以及线上

预订为主的商业模式，吸引用户和医美机

构，弥合供需两端的信息鸿沟。然而，不少

用户表示，一旦进入医美 App 便成了商家

“精准围猎”的目标，所有浏览内容都与商

业紧紧绑定。（6月15日《新华每日电讯》）

眼下，我国医美市场规模巨大，然而，监

管还是滞后的。一方面，营销手段“难看”，

对消费者生拉硬拽，强制“洗脑”。正如媒体

报道，平台里铺天盖地的美女扑面而来，什

么“离婚妇女整容改变命运”，什么“成功换

头成人生赢家”，如此等等，片面夸大医美效

果的标题，极具煽动性。

另一方面，职业道德缺失，泄露用户隐

私。一些医美 App 平台，服务好顾客后，又

做起了出卖用户信息的业务，从中谋求不正

当利益。正如有些用户吐槽的那样，在医美

平台上随便浏览几个帖子，立即就会收到数

家医美机构的私信，甚至还会接到线下商家

电话，营销攻势强劲。可以说，用了医美

App，就等于打开了让医美机构来骚扰你的

大门，让用户苦不堪言。

为什么医美App成了“美丽陷阱”和坑人

的“小妖精”，说到底，还是准入门槛低，管理

不到位。一方面是市场的快速发展，一方面

是有资质的机构少、医师少，导致行业发展与

医疗机构的不匹配，出现了严重的断档问题。

彻底拴住医美 App 这个坑人的“小妖

精”，还得让其戴上“紧箍咒”，走正道。首先，

尽快出台行业规范，目前医美App还处在野

蛮生长阶段，已沦为坑人的害人精。没有规

矩不成方圆，只有出台行业规范，让其尽早走

上规范化的轨道。其次，相关部门要加强监

管，在当下，相关部门可以依据《医疗机构管

理条例》进行监管，对那些严重违规的医美

App该叫停的要叫停，不要再让其害人了。

“孩子上学期视力还是

5.0，现在只有 4.6 了。”近期，

多地眼科门诊中小学生就诊

人数明显增加，其中不少孩

子视力下降甚至出现近视症

状，导致家长焦虑。有商家

借机推出各类视力矫正产

品，宣称能提高视力、摘掉

“小眼镜”。记者调查发现，

其中部分产品效果不实、资

质不明、价格过高，有些还存

在损伤孩子视力健康风险。

（6月15日《新华每日电讯》）

市面上出现的“花式治

眼”与“治眼神器”，很可能是

不靠谱的。比如，据专家介

绍，在电商平台推销话术中

被包装成权威理论的“贝茨

理论”，其实与近视治疗技术并无直

接关系。“太阳能量灸”对降低真性近

视没有效果。“6D”“8D”等貌似“高大

上”的技术无非是为使用者制造一种

“望远”的视觉环境，效果与抬头远看

差不多。

一方面是商家宣传的高大上、新

奇特的“花式治眼”与“治眼神器”，而

另一方面却实际成效不咋地，甚至更

会给青少年带来一定伤害，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出市场乱象。于此，笔者以

为，对此应强化监管执法，比如，涉嫌

虚假宣传的应拿出切实可行的惩治

措施；还如，对于不靠谱的“治眼神

器”更须依法下架处置。同时，也有

必要强化消费警示。

从消费者角度来讲，应该增强相

关知识的学习。应该认识到，在目前

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彻底治

愈。根据要求，从事儿童青少年近视

矫正的机构或个人不得在开展近视

矫正对外宣传中使用“康复”“恢复”

“降低度数”“近视治愈”“近视克星”

等表述误导近视儿童青少年和家

长。于此，消费者对于商家的宣传及

产品，切莫盲目信任与尝试。

与净化市场同样重要的是，要从

保护好孩子的眼睛入手。用眼不健

康，导致孩子视力下降甚至近视，对

孩子来说，是影响其一生的大事。与

其事后弥补，远不如事前防范。比

如，专家就建议，学龄前儿童一天最

多看半小时电子屏幕，小学生每天最

多看 40 分钟，调整房间光线亮度、屏

幕对比度以缓解眼睛疲劳……这些

理应引起家长和学校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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