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全国“菜篮子”产品
生产基础扎实
总量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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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

“儿童食品”可以说是近些年市场营
销上极其成功的噱头，不仅理直气壮收
割着家长的钱包，而且极有可能以名不
副实的品质伤害到儿童健康安全。

标注“儿童”字样、大包装换成小包
装、醒目卡通图案、打着“健康”“专用”旗
号的“儿童食品”，价格比同类普通食品
动辄高出好几倍，却未必真的适合孩子
吃。“儿童食品”与婴儿食品不同，我国的
婴儿食品是特指给 1岁以下儿童的食
品，是一个明确的类别，有着严格的强制
标准。但“儿童食品”并非如此，不仅缺
乏专门的法律法规与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反而更像是专门针对家长心理定制
的营销手段。其火爆背后，不是关爱下
一代的良心，而是儿童市场的高溢价和
易轻信。

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
所、中国副食流通协会等部门机构联合
发布的《儿童零食市场调查白皮书》预
测，到2023年儿童零食市场将以10%至

15%的年复合增长率稳定增长。而町芒
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22儿童食品行业
研究报告》显示，84.8%的家长倾向于给
孩子购买标有“儿童”字样的食品。孰不
知，“儿童食品”不代表健康食品，能够满
足孩子在各个年龄段对营养需求的食
品，才能真正称之为“儿童食品”。家长
在采购时看商家广告不如从孩子的个
体营养需求及食品安全出发，仔细看

“五类”标签——食品类别、认证标志、
营养成分表、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和
保质期，莫被简单的“儿童”字样标识
蒙蔽了眼睛。同时，市场监管部门一
方面要规范针对儿童的营销行为；另一
方面也要联合社会机构和媒体帮助消费
者尤其是家长，科普健康饮食理念，营造
食育氛围，在孩子饮食方面作出正确的
选择和搭配。

此外，市场上在“儿童食品”细分中
更加令人担忧的，还有“儿童保健品”。
家长爱子心切、不遗余力，一些不法企

业、不法商家便趁此心理，以虚假宣传、
非法添加、恶意营销等各种手法骗取家
长等消费者的钱财，致使面向儿童的保
健品市场乱象丛生，对孩子健康成长与
市场有序发展造成巨大威胁。于此类
产品，不仅需要家长理性选购，更需要
相关部门加强对儿童保健品市场的监
管和治理，严查严打有关违法犯罪行
为，建立儿童保健品生产经营的新秩
序。管理之余，还需要媒体加强正面宣
传，有关机构促进食育专业化深入推广，
积极科普正确的保健品知识，为儿童健
康成长保驾护航。

“儿童食品”的旺盛销售折射出消费
市场对各年龄段和各类人群专业型营养
补充的需求，这是市场机遇也是监管挑
战，但试错过程不应该由消费者买单。
有关监管、教育部门和社会机构、媒体，
应当承担起市场规范和食育的责任，让
消费者尤其是下一代，吃得健康、懂得健
康、获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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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批次食品
抽检不合格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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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封签 平台自律

打造良性“互联网+
食品餐饮业”安全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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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蔬菜供应形势向好
整体价格降幅明显

为营造放心安
全的消费环境，海
淀区市场监管局践
行“最严格的标准”
的执法理念，鼓励
入网餐饮服务经营
单位主动落实《网
络餐饮服务餐饮安
全管理规范》要求，
持续推动“外卖封
签”落地。4月 15
日，海淀区市场监
管局执法人员在海
淀街道周边对部分
餐饮企业开展食品
安全检查，同时积
极宣传推广《规范》
新内容，倡导辖区
餐饮企业针对外卖
食品采取“封签”的
相关措施，确保消
费者吃得更安心。
（何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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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市场监管局持续推动“外卖封签”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