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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讲坛

婴幼儿产品考验监管效能
□ 静子

“大头娃娃”事件婴儿霜产品含激
素！近日，福建省漳州市卫健委官网发
布《关于“欧艾抑菌霜”事件调查处置进
展情况的通报》，确认涉事产品含有氯倍
他索丙酸酯，企业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
品。目前，相关嫌疑人已被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卫健部门依法吊销涉案企业消
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市场监管
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婴幼儿是社会的希望，婴幼儿产品
质量体现企业良心。健康宝宝因使用伪
劣产品导致面部肿胀、体重激增、额头长
满汗毛，为人父母者怎能不痛心？面对
质疑，涉事厂商仍然不认账，公开宣称

“家长利用网络炒作”，进一步辜负了社
会信任，伤害了消费者感情。对这种一
错再错的商家，必须让它付出沉重代价，
此次通报就释放出了鲜明信号。

从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到欧艾抑
菌霜造成的“大头娃娃”事件，再到目前
消费者对“戒之馆婴亲霜”的投诉，人们
在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担心的同时，不免
也发出疑问：现在的一些企业怎么了？
如何能保证娃娃们的安全？

“一切向钱看”正成为个别不良商家
的至上信条。“大头娃娃”事件中的企业，
之所以铤而走险，正是看中了婴幼儿市
场背后的可观利润。据南方周末报道，
涉事产品市场价约80元，而一些违规产
品成本仅在2～3元左右。在经济利益

的驱使下，不法企业为分一杯羹，开始了
从生产到销售环节的一系列操作：从申
请监管相对宽松的“消”字号产品，到违
规添加激素增强护肤品效果，再到利用
“天然中草药”等话术进行虚假宣传，以
高回扣吸引经销商等层层包装下的伪劣
产品，得以在市场快速流通。

监管部门是市场的守护者，理应
层层把关，但现行的制度漏洞却一再
阻碍了监管效能的发挥。一方面，
“消”字号产品管理尺度较松，地方部
门负责审批、检测指标少、检测成本低
是这类产品的显著特征，“消”字号成
为注册香饽饽；另一方面，自行送检的
规定为不法厂商提供了可乘之机，在
此案中，涉事企业曾委托宁波海关技

术中心进行样品检测，再自行将结果
上报当地卫健委，这一备案环节安排
很容易沦为监管真空，从而为产品质
量安全埋下隐患。

婴幼儿产品关乎社会诚信与市场
运行，考验有关部门的监管效能。从源
头入手，监管部门不妨提高“消”字号产
品的准入门槛，丰富完善检测项目，重
点加强对各类激素的检测。针对消费
者反映强烈的婴幼儿产品种类，应加大
抽查的频率与范围。要更加重视事后
惩戒，以严厉的惩罚措施震慑有关生产
厂家。消费者也要增强维权意识，发现
问题产品后积极举报，勇敢拿起法律武
器捍卫婴幼儿的合法权益，多方共护
“社会的希望”。

□ 白丽萍

1月17日，北京通
报一例6岁男童确诊，
流调发现其曾在顺义
区1月10日确诊病例
家庭的“小饭桌”托
管。当时，该家庭检出
2例确诊者和5名无症
状感染者，随后又导致
另一个家庭的5岁男童
及祖母确诊。先后有
10名感染者与“小饭
桌”关联，警示该正视
相关隐患了。

“小饭桌”是近年
来在学校周边家庭开
设的为中小学生提供
餐饮、休息、学习的场
所。因为很多家庭都
有托管孩子的需求，
“小饭桌”不仅数量大
量增加，功能也不断丰
富，已经从简单的提供
接送和午饭、午休服
务，变为辅导功课、教
育孩子、提供餐宿服务
的综合体。

然而，“小饭桌”
在食品安全、消防安

全、设施安全、防疫安
全等诸多方面却让人
很不省心。有些资质
不明、地点隐蔽，实质
就是“黑饭桌”；有些
空间狭小，几十个孩
子挤在只有十来平方
米的卧室休息，防疫
隐患巨大。基层执法
人员反映，“小饭桌”
监管难度太大，底数
很难摸清楚，一旦出
现火灾、地震等突发
性安全事故，后果不
敢想象。

“小饭桌”乱象频
出，有很现实的原因。
一方面，看似教育、食
品、卫健等多个部门都
有监管责任，但实则是
多龙治水，不少主管部
门甚至认为只要管好
食品安全就行了。另
一方面，许多家庭确实
存在托管孩子的需求，
以至于此前有些地方
关闭“小饭桌”遭到了
家长们反对，简单“一
关了之”可能会衍生新
的问题。

北京近期出现的
“小饭桌”关联病例，
触痛的只是早已隐痛
多年的民生痛点。北
京市顺义区常务副区
长已表示，将全面规
范整治“小饭桌”。随
着寒假来临，“小饭
桌”的问题可能暂时
会有所缓解。但是，
等来年开学之后，“小
饭桌”的刚需再度被
激活，其安全隐患仍
需被正视。

“小饭桌”不小，它
牵动着很多家庭的现
实痛点。治理“小饭
桌”问题，恐怕不能简
单地“一关了之”，而要
用改革的办法、系统的
思维，在家庭、学校与
社会之间寻求妥善的
解决方案。近几年，一
些地方试图建立“小饭
桌”人员配备、房屋条
件、生均面积、安全管
理、监督检查的标准化
体系，一些探索的“白
名单”制度，都值得进
一步关注。

“小饭桌”隐患应正视

□ 吴睿鸫

前不久，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通
告称，对包括蔬果、粮油在内的25家
有机产品认证机构实施认证有效性
抽查，结果发现18批次抽样产品不
符合认证要求，总体不符合率为
5.63%。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在有机认
证的土地上，不但全程不得使用
化学肥料、农药等，连种子、土壤、
水质、大气等都有严格的要求。
在不少消费者心中，贴着“有机”
标签的农产品意味着安全可靠、
品质高端。因此，即便有机产品
价格高昂，消费者也大都认可和

接受。
然而，近年来有机产品认证领

域频频出现乱象。个别地方有机证
书花钱就能办、产品检测环节存在
漏洞，市场上存在一些产品傍名牌、
买证书、蹭“有机”的行为，还有个别
“有机”农产品竟然农药残留超标。
这不仅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扰乱
市场经济秩序，涉嫌不正当竞争，更
敲响了认证机构在认证管理方面的
警钟。监管部门除了要做出消费提
醒，更应该通过强有力的法律手段
终结“一认了之”情形，让认证机构
不敢轻易触碰法律“红线”，使有机
产品物有所值、名副其实，让人们更
加放心。

有机认证不能“一认了之”

□ 周荣光

1月20日是农历腊月初八，传统
节日腊八节。俗话说，“吃了腊八
饭，就把年来办”，从腊八这一天起，
人们便开始“忙年”。置办年货是我
国的风俗习惯，人们通过年货来犒
劳奔波劳累一年的自己和亲朋好
友，也以此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祝
福和期望。不过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形势下，如何才能安全、放心地置
办年货？

第一，要多些防疫意识。每个
人都应时刻谨记疫情防控“多重视”
都“不过分”，绝对不可以麻痹大意，
即便是身处疫情低风险地区，也不
可以抱有侥幸心理。

第二，要注意年货来源。尽量
不采购疫情形势严峻国家和地区
的物品，不购买没有明确来源信息
的冷冻食品。当前，国外疫情肆

虐，近期国内部分地区出现多点零
星散发病例，个别地区突发聚集性
疫情，疫情防控任务依然艰巨繁
重，采购年货时应在货源地方面注
意做好防范。

第三，做好个人防护。外出置
办年货时尽量减少在商超菜市等公
共场所的逗留时间，要全程佩戴口
罩，保持社交安全距离，尽量使用无
接触结账；时刻注意个人卫生，外出
归来注意洗手消毒，手部接触电梯
按钮、扶梯、门把手等公共物品表面
后避免触摸眼鼻口等部位；接收快
递包裹之类的年货时，注意消毒外
包装再打开。

同时也提醒商超菜市等公共消
费场所，要根据防疫要求切实做好
消杀措施，消除“置办年货”的风险
隐患，给大家营造一个安全、安心的
良好环境，确保人们安度一个温馨、
祥和、欢乐的春节。

置办年货多些防疫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