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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瓶开封了的眼药水
还能用多久？

常用眼药水的人注意了，虽

然眼药水瓶身上写的保质期是

1～3 年，但开封后保存环境发生

了改变，药效会逐渐减弱。大部

分眼药水开封后可以在一个月内

使用，一些不含防腐剂的小支装

眼药水打开后只能用一次，极少

特殊包装的眼药水开封后三个月

内有效。使用眼药水之前，一定

记得看说明书。

@生命时报

董明珠称
不招只会喝酒的人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绝

对不会招仅会喝酒的人当助理，好

的企业不是靠喝酒来完成事的，自

己本身就不喝酒。喝酒的不叫助

理，叫酒哥。

@电商报

莫让儿童化妆品乱象伤害孩子身心
■ 戴先任

有多少“理财课”实质是“劫财课”
■ 何勇海

时事乱炖

大量名为“理财课”“财商课”的在线教

学课程广告充斥于网络，其中不乏“摆脱穷

人思维”“1元学理财”等颇具诱惑力的广告

语。那些“理财培训公司”用低廉的价格和

所谓的优质服务，吸引学员花高价成为金卡

会员，但是后续的课程却让人大失所望。不

少学员提出退款，却一直被以各种理由拒

绝，甚至被拉黑。有的学员一元学理财，结

果被骗近万元。（4月8日央视财经）

你若理财，财就理你？未必，大多数人

带着美好愿望开启理财行动，最终落得个

折戟沉沙的命运。所以，必须警惕理财课

以“教理财”名义劫财。据媒体调查，有些

机构宣称“一元理财课，投资小白也能学”

“只要九块九，投资大V带你飞”等，其实是

打着廉价甚至免费旗号吸引客户，中途却

会收取高额费用。更可恶的是，在高额费

用背后，教师资质造假，课上所讲内容在网

上都能查到，课程没开始群就被解散等，消

费者想要维权，却因客服联系不上、纯粹是

个人办班等多种原因，维权十分困难。

有些网络理财课更可能沦

为“劫财课”。因为网络具有隐

匿性，核实身份较困难，执法难

以找到责任主体，监管难度更

大。故对网络理财课，消费者

更应增强防范意识，对商家天

花乱坠的宣传不轻信，别让自

己的财产处于高风险中。同时

树立正确的投资理财观念，学

习投资理财、提升资产管理能

力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别总

想着“赚快钱”，即使要学习投

资理财，也应选择正规培训机

构或平台。

防止理财课变“劫财课”，

监管更要有作为，要严格按照

法律法规，对理财课广告进行

规制，对存在虚假宣传甚至诈骗的理财产品

依法打击；还要强化网络平台的连带责任

——有关部门一旦查证理财课有违规违法

行为，除了处罚责任主体，还要追究平台的

连带责任，甚至关停整顿，以此倒逼平台全

面加强对线上理财课的监管。平台也应认

真担责，与监管部门一起堵死“劫财课”的生

存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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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答案“拍照即得”助长孩子惰性
■ 杨玉龙

手 机 一 拍 ，答 案 就

来。近年来，拍照搜题

App成为很多在线教育平

台的引流工具。“用户体

验”越来越好，使得不少

学生群体对其产生了高

度依赖。与之相伴的，是

持续升温的争议：此类 App 到底是帮助孩

子学习还是助长了他们的惰性？（据4月8

日《新华每日电讯》）

答案“拍照即得”是利弊相生的。不过，

也应该认识到，技术是无罪的，如何在使用

方面实现趋利避害最为重要。首先，老师与

家长应该引导学生正确使用此类 App。不

避讳言，对于自控力弱的孩子来说，其负面

作用肯定大于正面效果，容易导致懒惰。而

对此类App没有必要一刀切拒绝，尤为关键

的是让学生正确合理使用，以促进学习。

其次，应把好此类App质量关。据悉，

目前“题拍拍”等推出了兼职答题业务，符

合条件的大学生可以通过“抢单”答题挣

钱。由于答题者的水平参差不齐，不少答

案并不正确，对学生有误导作用。所以，如

何在质量上把好关也值得重视起来。这也

正需要相关部门加强监管，尤其对于一些

误导性宣传进行有效规制。

再者，对于软件运营者也须担负起社

会责任。不少搜题 App 还推陈出新，宣称

“毫秒级响应”“随拍随解”，如此效率虽能

为学生做题带来方便，但其也容易导致部

分学生对App的依赖度不断增高。对于软

件运营商而言，应该提升此类 App 的综合

质量，而不能只关注自身的利益，应该将产

品打造成有助于学生学习成长的利器。

答案“拍照即得”是科技发展使然，也

迎合了一些特定人群的消费需求。应当正

视此类技术双刃剑效果，更须警惕答案“拍

照即得”助长孩子惰性。同样须警惕的是，

孩子借口搜题玩网络游戏。于此，家长当

对孩子的上网时间进行合理把控，甚至有

必要对孩子的上网习惯进行必要了解，而

这也有利于孩子避免被网络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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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看我涂这支口红美不美。”

“妈妈，我想要涂那款指甲油。”美妆普

及时代，不少孩子小小年纪就已经有了

自己的美妆盒，口红、眼影、腮红、指甲

油一应俱全，但这些儿童美妆产品真的

安全吗？(4月7日中新网)

根据《儿童化妆品申报与审评指

南》，所有明示适用于儿童的化妆品，均

应按照要求申报。未明示适用于儿童

的化妆品，其产品包装不得以图案或其

他形式显示或暗示为儿童化妆品。但

一些商家在对儿童彩妆产品送检时，会

称是装扮玩具，并非化妆品，或者在送

检、备案时只是显示为化妆品，并未加

上“儿童”等字眼。这就规避了相关监

管，让儿童彩妆产品按照玩具的质检标

准来走，产品的安全性就得不到应有保

障。

儿童化妆品市场无序发展，与欠缺

统一的行业规范、标准，存在监管空白、

监管滞后等问题有关。对此，要能制定

统一的行业规范与标准。面对发展越

来越快的儿童化妆品市场，监管不能滞

后，要能跟上市场节奏。网络平台也要

加强对商家、主播等的管理，要配合相

关部门打击问题化妆品，履行好自身的

管理责任。

而对于美妆低龄化现象，也不能简

单进行或否定或肯定的判断。一些孩

子出于演出需要，适当化妆，也无可厚

非，但要防范儿童“成人化”现象，儿童

彩妆走俏，一定程度上也是儿童“成人

化”所致。不仅是美妆低龄化，像未成

年人“整形热”等，也是如此。未成年人

不能把过多时间浪费在打扮、爱美上，

对此，家长、学校也要尽好责任，做好引

导，培养孩子积极健康的兴趣爱好。

概而言之，儿童化妆品市场不能

“野蛮生长”，要能规范发展，不能让问

题化妆品戕害孩子的身体;也要防范孩

子沉迷于儿童化妆品，要让未成年消费

者与儿童化妆品“适度接触”，防范儿童

“成人化”倾向，不让孩子在化妆品的涂

抹下变成了成人的模样，孩子应有的童

真、可爱、快乐不能被“消杀”，思想不能

被“荼毒”，被伤害。

“劫”财课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