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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新闻

乱象频出“踩坑”不断 儿童护肤品让人上火

做香“文化餐”“吃”出幸福味

□ 黄江林 栗雅婷 刘润芝

近日，一起疑似婴儿护肤品

引发“大头娃娃”事件，引起了人

们对儿童护肤品市场的关注。

虽然目前该事件还有待相关部

门给出明确调查结果，但新华

社记者采访发现，儿童护肤品市

场中，一些不法商家违规宣传产

品功效、非法添加违禁成分、规

避监管等问题却屡见不鲜。家

长由于缺乏专业判断，也是频频

“踩坑”。

违规宣传 非法添加违禁成分
市场乱象频出

“无激素”“纯天然”“去

痒”……在购物网站搜索“儿童

护肤品”，这些醒目的标签伴随

着众多产品扑面而来。由于儿

童皮肤娇嫩脆弱，时常受到干

燥、红痒等问题困扰，贴着这类

标签的儿童护肤品受到家长的

青睐。

点开一款抑菌乳膏，展示页

面上“轻松告别湿痒”等字样十

分明显。卖家也在问答区告诉

消费者产品“对各种湿疹效果都

非常好”。

据了解，市场上常见的儿童

护肤产品，批准文号包括“妆”字

号和“消”字号两种，分别代表化

妆品和卫生消毒用品。“不论是

‘消’字号还是‘妆’字号，国家都

规定产品标签和宣传内容不得

出现或暗示对疾病的疗效。”天

津市药监局化妆品监管处相关

负责人表示。

在国家药监局公布的数批

次化妆品抽检通告中，同样出现

不少婴幼儿护肤产品的影子。

比如2020年9月，武汉一家公司

生产的芷御坊肤乐维肤膏1批

次婴幼儿护肤类产品中检出禁

用物质克霉唑。天津市妇女儿

童保健中心皮肤科医生李静介

绍，克霉唑为广谱抗真菌药，具

有杀菌止痒的作用，但在儿童护

肤品中禁用。

天津市日用化学品协会秘

书长羡志明表示，目前儿童化

妆品被检出的禁用成分主要

有抗生素和激素，还有超限添

加防腐剂等。专业做护肤品

成分查询的平台“美丽修行”

曾从某电商平台采购了 8 款

热卖的宣称“纯天然”可治疗

湿疹的宝宝霜，送至第三方机

构检测，结果显示，这 8 款产

品中有4款明确含有激素，2款

检测到激素，但无法检测出具

体含量。

误导消费 出事甩锅 逃避监管
家长“踩坑”不断

据了解，不法商家添加违禁

成分大多是想让产品在“功效”

上脱颖而出，非法添加激素的儿

童护肤品在治疗湿疹等方面往

往有较好的效果，但家长们不知

道的是，长期使用这类产品，很

容易造成激素依赖等后果。

李静在工作中时常遇到患

儿受到问题护肤品侵害的案

例。她介绍，有一些孩子本身患

有轻微湿疹，新手妈妈们盲目给

孩子使用网红宝宝霜后，原有湿

疹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出现大面

积红肿、流水等症状，甚至全身

过敏。“查阅产品说明，标注出来

的成分看不出什么问题，但是此

种问题的出现可以提示这类产

品违规或过量添加了某些不当

成分。”

这类速发性的过敏反应，家

长会立刻注意到。但还有一些是

迟发性的，容易掩人耳目。李静

说：“给孩子长期使用所谓既润

肤又预防和治疗湿疹的宝宝霜，

一开始效果确实好，但停用后，

孩子的过敏反应就慢慢显现，这

就是形成了激素依赖性皮炎，治

疗很麻烦。”

遇到这类情况，一些家长维

权却遭遇商家甩锅。天津市民

陈女士表示，此前孩子使用了一

款儿童保湿霜后，出现不良反

应。她咨询卖家所谓的“育婴顾

问”，对方解释“这是在排毒”，并

推荐新的产品继续配合使用。

陈女士照做后，孩子的症状不但

没有好转，反而加剧了，到医院

查出皮肤破损严重。陈女士找

到“育婴顾问”要说法，对方表示

这是孩子个人体质的原因，与产

品无关，拒不退款和赔偿。

同时，一些不法商家还“挂

着羊头卖狗肉”规避监管。在

一些购物网站上，售卖“消”字

号“宝宝霜”产品的店铺赫然挂

着“医疗器械专营店”的牌子，

然而公开展示的却都是看似具

有“药效”的商品。业内人士表

示，“消”字号儿童护肤品不归

药监部门管理，审批相对容易，

其产品种类繁多，被监管部门

抽查的风险小，这也给了不法

商家违规操作的空间。

儿童护肤品不是药
选购需谨慎

受访专家和业内人士表示，

儿童护肤品市场的健康发展，牵

动着千家万户的心，必须走向严

格规范。主管部门、行业协会、

电商平台等都应该承担相应的

责任，家长在选购儿童护肤品时

也要摆正心态、谨慎选购。

天津市药监局化妆品监管

处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在电商

领域化妆品违规宣传等乱象依

然存在，相关电商平台应该切实

履行管理责任，大力开展平台治

理。同时，业内人士建议，应进

一步严格“消”字号产品的适用

类型及其审批程序，对于相关具

有药效的产品，应该统一纳入药

监部门审批和监管。

羡志明表示，家长也应摆正

心态，“护肤品永远是护肤品，不

是药，不能指望护肤品治病。”

他说，在选购时，应选择正规商

店，购买正规品牌；不盲目听信

广告，对宣传功能特别强、见效

特别快的儿童护肤品，应持谨

慎态度。儿童护肤产品成分应

尽量简单，对活性物、植物提取

物不能迷信，这类提取物越少

越好。

李静建议，对于大部分孩子

来说，护肤时应参考个人肤质、季

节和地域等因素。“总体来看，只

有适合自己孩子的护肤品才是最

佳的，家长拿不定主意时，可求

助皮肤科医生获得专业指导。”

□ 丁书斌 付晶淼 任秀军

近日，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

鸡黍镇季庄村文化广场上热闹

非凡。金乡县文化和旅游局组

织开展的“戏曲下乡文化惠民，

传递美德温暖百姓”送戏下乡演

出活动给群众送去了《小包公》

《三子争父》《寻儿记》等戏曲经

典剧目，演员们以扎实的唱功和

娴熟的表演技巧，将戏曲中的人

物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赢得了

台下村民们的阵阵掌声。

“今天我看到这出戏非常高

兴，年轻的时候我经常看戏，很

爱好这个戏曲，没事的时候自己

也经常唱两句，希望以后多演几

场，我们老百姓都很爱看。”季庄

村村民季振渊说。

如今，在家门口享受“文化

大餐”已成为金乡县老百姓的

生活常态。金乡县以群众需求

为导向、群众满意为目标，不断

提升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实施

文化惠民工程，丰富公共服务

产品供给，提高公共文化服务

效能，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地方

实际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路径。

强化阵地
文化广场全覆盖

2020年12月21日，中国国

家博物馆协会发布了第四批全

国博物馆定级评估结果，金乡县

博物馆获评国家三级博物馆，实

现了国家级博物馆零的突破。

坚持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力

量参与为辅，金乡县文化设施平

台建设再上新台阶。加快实施

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

建立了上下联通、服务优质、覆

盖城乡的县域文化馆、图书馆总

分馆体系，实现了优质公共文化

资源向基层延伸，县域文化中心

初步形成。

在乡村，金乡县大力推进基

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文化大

院、文化广场、乡村儒学讲堂建设

提升工作，建成文化大院627处、

文化广场646个、乡村儒学讲堂

483处、高标准农家书屋627个，

进一步提升了基层公共文化服

务设施水平，健全了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目前，全县13处镇街综

合文化站(中心)均达到了国家三

级以上标准，全县所有行政村

（社区）实现文化大院、文化广场

全覆盖。

立足县域实际，梳理传统文

化遗产，金乡县不断加大传统文

化传承保护力度。在县图书馆

建设县级历史文化展示工程、红

色文化挖掘展示工程，同时在各

镇街建设了20余处村级历史文

化展示场馆，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文化品牌。同时，不断创新

公共文化机构免费开放形式，

县乡村三级公共文化机构实现

全部免费开放，为广大群众提

供图书报刊阅读、讲座培训、电

子阅览、休闲健身等服务。

文化惠民
每年每村两场戏

“想看什么书，只要用手机

扫一扫墙上的二维码，它就会

‘开口说话’，真是太方便了！”

村民韩腾高兴地说。在金乡县

鱼山街道崔口村党群服务中心

新建的有声图书馆里，墙壁上

挂满了各种有声书籍二维码，

村民们只需扫描二维码就可以

免费收听红色经典、名人传记、

乡村振兴、历史人文等内容，让

群众在便捷的“阅读”方式中获

取更多的信息、知识，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便捷、高效、智能的

公共文化服务。目前，金乡县

已建设了5处“有声图书馆”，

覆盖范围达1.5公里，预计覆盖

受益群众9万余人。

“有声图书馆”是金乡县实

施的文化惠民工程之一。为加

强文化惠民工程建设，金乡县不

断加大“一村一场戏”惠民演出

力度，采取政府采购模式精心挑

选资质全、队伍强、水平高的国有

及民营剧团承担“送戏下乡”演出

任务。近年来，共投入资金近

800万元，进村演出5500余场

次，实现每年每村演出两场戏。

丰富供给
“舞动蒜乡”成品牌

2020 年 12 月 10 日，金乡

县第十一届“舞动蒜乡”全民秧

歌舞电视大赛完美落幕，27支

队伍从 13 个镇街 180 余支参

赛队伍中脱颖而出，经过一上

午的角逐，最终决出一、二、三

等奖。

截至2020年年底，金乡县

已举办十一届全民秧歌舞电视

大赛、九届全民广场舞电视大

赛，逐渐形成了“政府搭台、企业

协办、群众参与”的市场化运作

模式，打造出具有金乡特色的

“舞动蒜乡”文化品牌。

通过不断丰富文化供给和

服务内容，金乡县公共文化服务

效能持续提高。丰富多彩的文

化活动培养出一大批群众文

艺骨干，全县拥有登记在册的

业余文化队伍642个，庄户剧团

126 支，招募儒学讲师志愿者

86名，为开展各项文化活动提

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以四平

调《两条项链》、对口落子《冒

名电话》、山东快书《还鱼》为

代表的优秀文艺经典不断涌

现，2020年制作的大型历史剧

《鸡黍之约》，即将正式搬上舞

台。同时，依托文化馆、图书馆、

镇街综合文化站策划举办主题

展览演出、公益辅导培训、优秀

传 统 文 化 体 验 传 承 等 活 动

2800余场次，极大地满足了群

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提高了群众的幸福指数。

江苏灌云江苏灌云：：送送““廉廉””进乡村进乡村
1月 14日，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纪委监委

在当地同兴镇梅园文化广场举行廉政文化进乡

村活动，邀请书法、剪纸爱好者走进社区、农村，

义务为居民书写廉政文化对联，制作廉政主题剪

纸，为当地群众送去新春祝福。图为剪纸爱好者

展示现场制作的廉政主题剪纸。

新华社记者 李 博 摄

本报讯 为强化对家庭

暴力受害人保护、提升救助

服务时效性，重庆市日前建

立“一站式”人身安全保护令

申请工作机制，明确公安、妇

联等在处置家暴行为时，应

当协助受害人向法院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通过前移受

理平台，将人身安全保护令

的申请和签发时间缩短至最

快1天。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家暴

实施者和受害人之间的一

道“隔离墙”。重庆市高级

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透露，

2015 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家庭暴力法》首次以法

律形式确立了人身安全保护

令制度，但由于家暴行为具有

隐蔽性，加之受“家丑不外扬”

等传统观念影响，家暴行为发

生后，如果受害人不主动报

告，法院难以发现并及时介

入，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存在

一定滞后性。

针对这一问题，重庆市高

级人民法院联合市公安局和

市妇联印发纪要，建立反家暴

多部门联动工作机制，以及

“一站式”人身安全保护令申

请机制，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申请前移至派出所和妇联组

织，从而打通法院与受害人之

间的信息障碍。

据新华社消息，相关工作

机制还细化了配套制度建设，

对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受理管

辖、审查裁定及送达执行协作

等方面进行了规定，使之操作

性更强。同时规定法院、公

安、妇联定期召开联席会议，

了解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

情况，保障受害人合法权益。

（周闻韬）

重庆：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一站式”申请

本报讯 “周大姐，真心

感谢您的调解，帮我省了不少

房租，腾出的钱正好急用于订

货”。在自贸区从事商贸业务

的王女士，与房主刘先生终于

达成了房屋减免的协议，她拉

着调解员周秀丽的手，忍不住

流下感激的泪水。

2020年年初，受疫情影

响，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自

贸区内部分商贸服务类企业

经营困难，营业收入大幅减

少，房租成了难题。国家出台

了疫情期间减租的号召，但

毕竟不是房主的法定义务，且

在租房合同里没有明确条

款。不得已之下，王女士想到

了前不久成立的海州湾街道

“非诉讼服务中心”，而当时接

待她的是“江苏省十佳人民

调解员”周秀丽。几经调解，

房主答应了减少王女士部分

租金。

“十三五”以来，海州湾

街道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把非诉讼纠纷

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重要

指示，要求注重整合各方面

资源与力量，成立全省首家

街道非诉讼服务中心，构建

多主体参与、多领域汇集、

多链条驱动的非诉讼化解

体系，积极探索矛盾纠纷化

解的新路径、新实践。该中

心面积约 300平方米，设置

法律事务、法律援助、非诉

讼调解等 8个功能室，提供

综合接待、法律咨询、纠纷

调解等多项服务。

经过 1 年半的工作，海

州湾街道非诉讼服务中心总

结出矛盾纠纷化解“1234”

工作法。一支队伍：街道建

立由网格员、社区民警、人

大代表、人民调解员、法律

顾问组成的非诉讼调解队

伍，以开放性架构吸纳各方

力量参与非诉讼纠纷化解。

两个平台：搭建线上“E化解”

与线下“全要素”平台，对网格

内无法化解的纠纷，由人民

调解员、法律顾问进行线下

调解；对于医患、合同等专业

纠纷，利用线上互联网指挥

平台，邀请专家进行调解。

三项服务：面向广大人民群

众提供业务咨询、办理等综

合法律服务，高效便捷的多

元纠纷调解服务及法律援

助服务。四大领域：梳理制

定各类化解方式工作清单，

打造对接家事、商事、政事、

民事四大领域的矛盾纠纷

化解体系，促进矛盾纠纷快

速化解。

（焦自锋）

江苏连云港连云区：探索纠纷调解新路径
成立全省首家街道非诉讼服务中心

本报讯 接洽项目110多

个，23个优质项目兑现扶持

资金近8000万元；新落地项

目35个，亩均投资强度500多

万元；签约项目 35个，总投

资256亿元……一组组鲜活

的数据反映出山东省聊城

市高新区深化改革释放出

的澎湃活力。

着力奏响体制机制改革

的号角，聊城高新区先后开

创了“党工委（管委会）+产

业专班+公司”模式、“部门+

公司”管理模式和城建类项

目运营模式，剥离管委会开

发运营职能，实行管理与运

营分离，推出“能者上、平者

让、庸者下”的“揭榜制”项目

管理模式，激发活力。其中，

“党工委（管委会）+产业专

班+公司”模式，通过组建高

新投控集团，成立新材料新

能源、高端装备、生物医药、

信息技术4个产业专班和财

金、国泰等 4个园区运营公

司，剥离社会事务事项800余

项，全面推行现代企业管理，

让园区发展功能充分聚集、

活力充分释放。

大胆探索创新，聊城高

新区进一步打破旧有格局，

激发行政主体“新张力”，为

高质高效提供坚实保障。深

化制度创新和项目审批制度

流程再造，大力推进“一网通

办”，申请840项服务事项纳

入网上办理，网上可办率达

96%；在全市率先实施行业

综合许可“一业一证”改革，

精简率为84%，极大提升了

审批效率。完成 32 个工程

项目的“多审合一”审图工

作，顺利推进“四级通办”，

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

公里”。

（沈晓星）

山东聊城高新区：市场化改革释放澎湃活力
签约项目35个，总投资256亿元

业内人士建议，应进一步严格“消”字号产品适用类型及审批程序，
具有药效的产品应统一纳入药监部门审批监管

山东金乡县以群众满意为目标，探索出一条符合地方实际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路径

强化对家庭暴力受害人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