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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大元

儿童时期是人一生中最为
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的食品
安全及营养等各方面状况对人
一生的身体体格和智力都有非
常重要的影响。同时，儿童抵抗
力弱，对食品营养及安全卫生方
面的要求比成人更要严格。一
旦儿童食品存在危害因素，产生
的持续伤害可能会更久更强。
从长远来讲，儿童食品安全关系
着国家未来的国民身体素质，关
系国家竞争力，关系民族兴旺。
因此，儿童食品安全应当受到社
会各界的加倍重视，基于食品安

全的儿童生命健康权、发展权应
在国家保障体系中享有特殊保
护地位。

当前，许多国家都把儿童
食品安全置于优先保障地位。
以美国为例，除1938年实施的
《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
对于食品的规定外，美国联邦
法规还有多处涉及婴幼儿食
品，如美国联邦法规第21卷下
第106部分就对婴儿配方食品
质量控制程序，从总则、质量控
制程序、记录报告、通告要求四
个方面做了规定；第107部分则

对婴儿配方食品的总则、标签
要求、豁免条款、营养素要求、
问题产品召回五方面作了规
定。欧盟则对婴幼儿配方食
品、谷基加工食品、罐装食品标
准进行了详细规定。法国甚至
把生产假冒伪劣儿童食品的罪
行与贩毒、军火走私一起并列
为“危害安全罪”。

我国近年来也针对婴幼儿
配方食品出台了一系列标准和
监管措施，新修订《食品安全法》
对婴幼儿食品生产企业责任和
违法行为处罚进行了详细规

定。但是，对儿童食品的定义、
标准、企业责任等还缺乏明确的
法律规定。因此，如何将儿童食
品安全置于全面保障、优先保
障、特殊保障的地位，还需要在
立法和法律实施方面进一步探
讨明确。

将儿童食品安全置于食品
安全战略的特殊保障地位，应以
预防为主，注重家庭教育。相比
事中监管和事后弥补，儿童食品
安全更应重视风险预防。食品
安全风险，一方面与食品自身的
成分相关，即由食品成分本身的

生物特性和化学特性引起的安
全风险，属于客观存在；另一方
面，食品安全风险也具有一定的
社会性，其不仅仅包含食物成分
所具有的相应物质性危害，还反
映社会公众对这一问题的感受、
认识，以及间接产生的其他危
害。对于儿童食品安全而言，后
者的意义更为明显，建议将这部
分列入儿童食品安全守护关注
的重点。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食
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执行
主任）

□ 邓辉林

把儿童食品安全置于优先保障地位

保健品营销人员
准入门槛要提高

在很多关于营养保健食品销
售欺诈的案例中，都存在销售人员
虚假宣传的情节。以至于业内存
在着“不说假话卖不出货”的传
言。事实上，一些违法企业的销售
人员还真的不是想有意说假话，而
是他们根本就认为那些不正当的
宣传是合理合法的，他们笃信食品
能够治疗疾病这样的荒谬观念，他
们执着地认为自己传播的就是科
学知识。这种“自己给自己洗了
脑”的现象在营销圈里并不少见，
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这些
营销人员对于产品的生产工艺和
消费知识没有也不愿意深入地了
解，他们的心思用在琢磨以取悦消
费者为目的营销模式。

其实，作为营销人员研究怎样
卖产品本是正路，然而这条路延伸
的基础是产品。如果对所卖的产
品的知识一窍不通，那这条路就等
于失去了路基，就有可能塌陷或者
变歪。比如燕麦，本来可以好好地
说它的营养，却非要说其治疗糖尿
病（燕麦适合糖尿病人食用不等于
燕麦治疗糖尿病），比如纳豆食品，
本来可以好好地说它的健康价值，
却非要说纳豆激酶可以治疗心脑
血管疾病（纳豆食品不等于纳豆激
酶）。产品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决
定商家收益，这个叫做价值规律的
道理很简单，可是由于企业逐利心
态的刺激和管理方式的粗放，造成
了营销人员对这个简单的道理不
屑一顾，而且执着地认为，只要模
式好。卖什么都可以赚钱。这种
错误的认知导致营销人员把对产
品不当宣传也当成了营销模式的
一部分。最终把营销之路走成了
违法之路。

必须承认，营养保健食品行业，

产品技术含量很高但是行业准入门
槛却很低，对于基础素质不高的营
销人员来说，掌握所谓“一招鲜”的
营销技巧，比学习系统的产品知识
要轻松得多，而且在市场上，那些
“快销”的招数对于消费者的蛊惑力
更加巨大。这样的诱惑让销售人员
要么脑洞关闭无知无畏，要么面对
诱惑铤而走险。结果是营养保健食
品的营销过程中，充满了建立在依
靠话术打天下基础之上的“套路”，
这些缺乏诚信的行为违背了公平交
易的基本原则，毁了企业、坑了消费
者、伤了健康产业。

随着各项产业政策的推进，随
着健康中国理念的深入人心，随着
对于违法行为打击力度的增强，在
营养保健食品营销当中，产品品质
企业品牌的权重会越来越大，投机
取巧的空间会越来越小。而在行
业发展的过程中，营销服务的亮
点，也将会从对消费心理的控制和
关注，转向对产品品质属性和消费
方式的推广。那些涉及违法行为
的营销手段和模式将被淘汰，那些
缺乏基础知识和基本素养的营销
人员也将会逐渐退出市场。由此，
对于整个行业营销人员的素质提
升，已成为规范行业的重要手段。

做到这点并不难，一是发挥行
业协会作用，组织营销人员的业务
培训，二是发挥监管部门的职能，建
立营养保健食品营销人员入职规范
和标准，三是发挥龙头企业的影响
力，树立起规范营销的标杆，这三条
做到了，再加上专家助力、媒体监
督，营养保健食品营销队伍的门槛
就能树起来，而一旦有了门槛，也就
建立了规范，行业违法欺诈行为的
减少，国人健康水平的提升，也会成
为指日可待的事情了。 （中国网）

不必担心“游戏成瘾
被列入精神疾病”

这两天，电子游戏玩家
们在网上吵开了锅。为啥？
因为游戏障碍即通常所说的
“游戏成瘾”，在6月18日世
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新版《国
际疾病分类》中被列为一种
精神疾病。据报道，新版《国
际疾病分类》相关规定自6
月19日起生效，世界卫生组
织将通知各国政府将游戏成
瘾纳入医疗体系。

一些游戏玩家没想到，
一觉醒来自己竟成了精神疾
病患者。对此，一些家长也
有异议。这些年，不少家长
对孩子玩电子游戏上瘾的问
题忧心如焚，一些家长甚至
在网上发帖控诉游戏公司和
游戏开发商，还有一些家长
在网上讨教让孩子戒掉游戏
瘾的方法。但面对世界卫生
组织将游戏成瘾列入精神疾
病的结论，有的家长却表示
并不认可。

有些游戏玩家和家长的
不同意见，并不令人觉得意
外，反而让人有似曾相识之
感。2009年，国内较早开展
网络成瘾研究的北京军区总
医院专家陶然在电视上提出
“网络成瘾是一种精神病”的

观点后，同样受到许多人质
疑。质疑者不是没有领教过
网络成瘾对孩子身心的危
害，但因为直观的感受与科
学的说法之间存在不小的距
离，所以他们不愿接受孩子
是精神疾病患者的说法。其
情虽可悯，但其成见却不能
不变。

有的家长谈“精神疾病”
色变，殊不知它是一类范围
很广的疾病的总称，对此家
长没有必要过度联想，也不
该讳疾忌医，更不能抱有歧
视心态。世界卫生组织的结
论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家
长应该做的是听从忠言。

从医学上确认一种疾
病，其实是一件好事。正如
以前许多人不知道什么是抑
郁症，把这种疾病的患者视
为“内向”或“忧郁”，这种错
误认知不利于患者发现病
情、就诊和康复。世界卫生
组织在新版《国际疾病分类》
中，提出了明知会产生负面
后果却仍沉溺于游戏、如果
症状不严重的话持续至少
12个月等“游戏障碍”诊断
标准。与此相应，各国政府
会组织开展诊疗方法研究，

从而让游戏成瘾者摆脱对游
戏的迷恋，回归正常生活。

将游戏成瘾列入疾病，
才能堵住非法诊疗的乱
象。现在，国内一些戒网瘾
机构，自身就“病”得不轻，
名为“学校”却没有办学标
准，聘用的教员不懂文化教
育和心理沟通，对学生采取
的手段常有粗暴、过激之
处，放大了社会对游戏成瘾
的焦虑。将游戏成瘾列入
疾病，意味着将来条件成熟
之后患者能够得到医保基
金的保障，得到正规医疗机
构的治疗，这无疑是游戏成
瘾患者及其家人的福音。

对游戏公司和游戏开
发商来说，世界卫生组织将
游戏成瘾列入精神疾病是
一种警醒。游戏公司和游
戏开发商，不能再用“菜刀
伤人不怨菜刀”的论调去回
应公众的质疑。游戏公司
和游戏开发商将“游戏成瘾
是病”的观念深植于心，将
更有动力去研发网络游戏
防沉迷系统，防止人们过度
沉浸在网络游戏的虚拟世
界中，让更多人拥有阳光心
态和健康生活。

食品安全关乎人民健康和生命，关乎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关乎执政党地位和国家形象。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食品安全既是重大的民生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
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将食品安全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提出“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吃得放心”。而
在食品安全战略中，儿童食品安全应享有特殊的保障地位。

将游戏成瘾列入疾病，意味着将来条件
成熟之后患者能够得到医保基金的保障，得
到正规医疗机构的治疗，这无疑是游戏成瘾
患者及其家人的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