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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国
内国际对于儿童的年龄划分
界限比较模糊， 商家为了开
拓消费市场故意制造概念、
营造噱头，自造“儿童食品”
概念。 柳春红等专家认为，必
须在“儿童食品”管理上下功
夫：

首先，建立儿童食品标准
或者儿童食品指南。 广东省食
品安全质量协会执行会长、广
东省食品安全专家蔡高斯建
议，针对儿童不同生长阶段的
营养需求，制定相应的食品安

全标准，规范标签标识和销售
宣传。

其次，加强儿童食品的源
头监管。 专家表示，伴随着消
费升级、 差别化消费市场的
不断开拓，有关部门应对“儿
童” 相关字样出现在食品包
装上做更严格的规范， 同时
在广告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
加入关键词限制， 遏制有误
导倾向的儿童食品标签“漫
天飞”。

最后， 加强对消费者的
引导。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家

长在选择儿童食品时，不要
被卡通
包装和
宣传口
号所迷
惑 ， 注
意看配
料表进
行 选
择。
(据新

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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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产品换个卡通包装、
标注“儿童”字样就贵好几倍
“儿童食品”只是噱头
背后是商家营销手段

又到开学季，不少家长开始采购儿童用品，从儿童书包到儿童牛奶、儿童
水饺，与“儿童”相关的产品都被放入购物车中。

记者发现，很多家长在给孩子购买食品时更青睐冠以“儿童”字样的食品，
认为它们更符合孩子的身体发育需要， 而这类食品往往价格较高。 这些打着

“儿童食品”旗号的食品是否真的适合儿童？ 记者展开了调查。

有的家长被“洗脑” 对儿童食品深信不疑

记者走访了广州一些大
型超市，发现冠有“儿童”字样
的食品确实不少，与同类的普
通食品相比，这些食品无一例
外有着颇受儿童喜爱的卡通
图案包装。

记者在广州市天河区一
家大型超市看到，零食区货架
上一款盒装的“儿童饼干”吸
引了不少孩子的围观，饼干盒
封面颜色鲜艳，并印有精美可
爱的熊猫图案。 正在挑选该商
品的何女士告诉记者，“小孩
买东西就喜欢可爱的包装盒，
无论多贵都嚷着要买。 ”

除了孩子喜欢，妈妈们似

乎也愿意为此买单。 这些“儿
童食品” 大多在显眼处标有

“含多种儿童成长必需的营养
元素”“妈妈呵护宝宝的首选”
等字样，相比普通食品，价格
也普遍高出一大截。

号称“添加多种矿物质、
完全无菌、 源自高山或地下
水”的“婴儿水”，出现在各大
超市、电商平台，售价高达二
三十元一瓶。 广州的刘女士似
乎“着了魔”一样，对商家宣称
的“无菌”深信不疑，甚至连给
宝宝冲奶粉、煮粥都要用“婴
儿水”。 2019 年 4 月，中国青年
报社会调查中心对 2003 名受

访儿童家长进行的一项调查
显示，84.8%的受访家长更倾
向于给孩子购买有“儿童食
品”字样的产品。

上过当的肖女士则认为
买“婴儿水”这样的“儿童食
品”等于交“智商税”。 最近肖
女士购买了一款 12.5 元的“寿
桃”牌儿童胡萝卜面，据超市
促销人员介绍，该款面条不含
添加剂，且含有大量儿童所需
的营养元素。 但肖女士回到家
仔细检查配料表才发现，除添
加了 2%的胡萝卜粉， 其他配
料和普通面条一样，“何来更
加营养呢？ ”

自造概念、炒作噱头 “儿童食品”市场鱼龙混杂

记者采访发现，一些企业
把“儿童食品”当成了宣传噱
头， 宣称产品“营养价值高”
“孩子更爱吃”，这背后其实与
商家营销手段密切相关：

———炒作概念，部分“儿
童食品”与普通食品成分无区
别。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看到
一款“欣和零添加减盐型天然
亲宝有机酱油”， 客服告诉记
者， 该酱油含盐量比较低，适
合一岁到三岁的宝宝。 然而记
者查看成分表后发现，“钠”的
含量达到了每 10 毫升 500 毫
克， 不仅与普通酱油无异，更
称不上“低盐”———根据食品
营养标签的国家标准， 每 100
克或 100 毫升食品中钠的含
量小于或等于 120 毫克才属
于“低盐”。

江苏省消保委 2018 年发
布的酱油产品比较试验报告

显示，5 款宣称为“儿童酱油”
的产品在营养元素等指标上
与普通酱油并无太大差异，甚
至一些“儿童酱油”钠含量比
普通酱油还高。 江苏省消保委
提示，目前我国没有“儿童酱
油”的相关产品标准，记者查
询相关国家标准发现，现有的
酱油分类标准主要依据成分
和制作工艺分为酿造酱油、再
制酱油等，并没有依据食用者
年龄划分的酱油类型。

———名不副实，部分产品
宣称适用人群与实际不符合。

第三方婴童产品测评平
台小红花测评从网上选购了
10 款热销的宝宝面条，价格在
6.8 元 / 件至 119 元 / 件之
间，这些产品均在产品详情页
面宣称适用于 6 个月以上的
宝宝食用。 然而，平台委托珠
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中
心检验发现，测评中一半面条

的铁含量都不符合婴幼儿辅
食国标要求。

———部分儿童食品为了
增加口感加入多种添加剂。

记者在广州某超市冷冻
区发现一款“儿童菲力牛排”，
从牛排配料表成分来看，与该
品牌的其他牛排产品几乎一
致，且含有食用香精等 8 种食
品添加剂。

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
教授柳春红表示， 一些产品
为了迎合儿童口味， 可能加
入更多食品添加剂如色素 、
调味料等。 事实上，目前食品
添加剂国家标准的制定是基
于体重 60 公斤的成年人为参
考而设定的， 并没有针对儿
童制定添加剂限量标准。“若
儿童食用含有过多添加剂的
食品， 可能产生急、 慢性毒
性， 当然这些都与最终摄入
的剂量有关。 ”

“儿童食品”市场亟待整治 莫让商家钻空子

“巧遇”梦中情人？“捡漏”迅速暴富？

受骗一次
平均损失 18 万！

“杀猪盘”诈骗大案调查
“没有了，我什么都没有了。 ”王先生面对记者痛

哭流涕。 因听信“网恋女友”教唆，他将全部积蓄投注
境外赌博网站，不想却人财两空。

新华社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 近年来， 这类俗称
“杀猪盘” 的网络骗局在国内多地频发。 今年 1 至 8
月，此类骗局共造成群众损失 38.8 亿元，占全国总损
失的 21.3%，其个案平均损失 18.1 万元，系其他类案
件平均损失的 4.8 倍。

所谓“杀猪盘”究竟如何“做局”？ 记者对此展开调查。

你心仪的“伴”，下让你心碎的“绊”

35 岁的重庆市民王先生在一家婚恋网站“偶遇”
网名为“艾琳”的女网友。 对方自称在一家跨国公司从
事金融工作， 想找一名在国内工作的优质男士为伴，
将来回国发展， 并发来了几张自己在新加坡的生活
照。 两人相谈甚欢，并互相加了微信好友。

网聊一个多月，王先生与“艾琳”的感情升温，但
他视频聊天或线下见面的请求却总被对方以各种理
由婉拒。 对此，“热恋”中的王先生也不以为意。不久后

“艾琳”告诉王先生，自己有朋友掌握了一些东南亚国
家赌博网站的技术漏洞， 所以自己每次投注都能赚
钱。 她向王先生保证，这些国家网络赌博都属合法，并
强烈建议王先生和自己一起下注“玩玩”。

王先生爱屋及乌，对“女友”的话言听计从，多次
按照对方指引在柬埔寨一家赌博网站投注，居然每次
都能小赚一点。 今年 4 月 13 日，王先生经不住“女友”
央求，一次性将 8 万元积蓄全部投注到赌博网站。 很
快，他发现该博彩网站再也无法登录，同时自己也被

“女友”拉黑。 王先生如梦初醒，大呼上当。
“犯罪嫌疑人通过随意修改网站后台数据引诱受

害人不断加大资金投入，不断从受害人处榨取巨额钱
财。 ”办案民警说。

“杀猪盘”诈骗域外作案多、受害人多、
发案数量多

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今年 3 月以来，大批“杀猪
盘”窝点设于中缅边境缅北一侧及柬埔寨、菲律宾、老
挝、马来西亚等国。“杀猪盘”诈骗已表现出域外作案
多、受害人多、发案数量多等特点。

经侦查查明，令王先生“赔”了女友又赔光积蓄的
特大电信诈骗团伙作案窝点位于柬埔寨境内的西哈
努克港，他们以“杀猪盘”手法大肆进行诈骗，受害人
多达上万人，遍及国内 28 个省区市。

8 月 14 日，中柬警方联合工作组在西哈努克港一
举捣毁该犯罪团伙作案窝点 4 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
127 名，查获涉案电脑 350 多台、手机 500 多部、现金
300 多万元，以及大量“话术”本、账本等证据材料，冻
结银行账号近 1200 个，涉案金额近 1 亿元。这一案件，
已是重庆警方在近 2 个月内， 破获的第 3 起类似案
件。

此外， 重庆渝中警方今年还破获了一起主要针对
女性的“杀猪盘”诈骗大案，受害人同样遍布全国，多
达 1500 余人，涉案金额高达 3000 余万元。据案件主要
犯罪嫌疑人刘某交代，同样是通过购买境外服务器搭
建赌博网站来实施犯罪活动。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