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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再让一些“儿童食品”忽悠消费者
国家有关部门宜尽快健全相关标

准，将“儿童食品”纳入规范中；同时，
对于虚假宣传行为， 消费者与有关部
门也该及时出手，遏制“儿童食品”标
签“漫天飞”。

据新华社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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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记者调查发
现，很多家长给孩子买的冠以“儿童食
品” 标签的食品与普通食品并没有什
么差别。一些企业宣称产品“营养价值
高”“孩子更爱吃”，但这不过是其宣传
炒作的噱头。

这年头， 一些做企业的拿不出质
量过硬的产品， 倒是对忽悠消费者的
本领驾轻就熟。 根据记者的调查，一
些儿童食品生产厂家忽悠消费者的手
法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 炒作概
念，通过精心包装的话术强调“儿童食
品”与普通食品的差别；二是，为增加
口感在部分儿童食品中增加添加剂，
却谎称其有特别的功效。

其实，这些忽悠手法并不高明，有
心的家长只要认真比照 “儿童食品”与
普通食品的成分表，便可发现两者并无
多大不同。但是，在一些家长“给他最好
的”和“不能输在起跑线”的心理下，“儿
童食品”的猫腻往往被轻易忽略。

正如有消费者所说的，所谓“儿童
食品”不过是一个厂家生造的概念，绝
大多数购买“儿童食品”的行为都等于
“交智商税”。事实上，我国任何食品领
域的法律法规中，都没有“儿童食品”
这个概念，相关国家标准也付之阙如。
但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儿童食品”
标签乱飞的重要原因。

以儿童酱油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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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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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意味着， 从严格的技术标准
来看，“儿童酱油” 并不是一个专门的
酱油门类，但又因为相关标准的缺乏，
厂家似乎又具有了随意定义 “儿童酱
油”的权限。儿童挂面、儿童牛奶、儿童
肉松风行市面，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

基于此，整治“儿童食品”市场，除
了相关部门加强日常监管外， 尽快根
据行业发展与市场需求， 给 “儿童食
品”制定相关认定标准，或许是当务之
急。 名正则言顺，有了标准，市场监管
有据可依，消费者也能做到心中有数。
而从行业的长远发展来看， 这也有利
于“儿童食品”行业走向规范化。

其实，在相关标准制定之前，对一些
儿童食品的“招摇过市”，也并非无计可
施。一些厂家在宣传其产品时，其标榜的
“高营养”、“零添加”等说法，可能已涉嫌
欺诈，消费者完全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相关条款向经营者索赔，而对于厂
家、商家虚假宣传的行为，行政主管部门
亦有责任予以惩处。

从其实质来看，一些所谓的“儿童食

品”，不过是一些厂家利用消费升级与信
息壁垒，制造的一个个食品谎言。国家有
关部门宜尽快健全相关标准，将“儿童食
品”纳入规范中；同时，对于虚假宣传行
为，消费者与有关部门也该及时出击，消
解一些“儿童食品”宣传的误导作用。 只
有多方发力，或许才能让“儿童食品”多
些安全，少些谎言。

据《新京报》

预防高血压病③
前面， 我们谈到了高血压病的一

些知识。
从健康教育来说，强调“知信行”，

光是知道还不够，必须认可那些理念，
最终采取行动落实到行为。 行为改变
才能起到预防作用。

本期谈谈高血压病社区健康促进
干预策略。

阿 健：健康促进 5 个活动领域，
与健康促进干预相关吗？

康大夫：实际上，高血压病社区健
康促进干预正是围绕《渥太华宣言》提
出的 5 个优先活动领域开展。 做事讲
究方法， 这是科学特征。 没有理论指
导，不顾策略与方法，那叫蛮干。 尽管
“蛮干”也是干，但一般很难取得良好
预期效果。

阿 健：这能理解的。

康大夫：第一，制定健康的公共政
策。

具体做法是政策倡导：建立、健全
社区环境危险因素系统监测制度，医
院 35 岁以上首诊病人测血压制度，尽
快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
等。

对照一下这些制度有没有建立、
是不是健全、落实情况如何？

阿 健：如果不说起，还想不到这
个层面。

康大夫：政策（倡导）环境改变，意
义重大至关紧要。第二，创造健康支持
环境。 具体涉及到政府协调与社会动
员，要进行多部门合作，形成医疗、预
防、健康教育、保健、计划生育、康复等
“六位一体”社区防治模式，营造社区
健康文化氛围。

阿 健：很有道理，要整合利用社会
资源成为强大的合力。

康大夫：第三，强化社区行动。
概括说就是：社区动员，社区群众参

与。 动员谁？ 动员政府、关键人物、传媒、
社区居民、医院等，支持测血压活动；通
过传媒教育， 提高人群高血压病预防意
识等。

阿 健：看来健康促进干预不简单，
这是社会化行动。

康大夫：第四，发展个人技能。
从 35 岁起，所有成人每年至少测一

次血压；社区人群参加体育锻炼；减少食
盐和脂肪摄入；高血压病人坚持服药；高
血压病人的非药物疗法———合理膳食、
限盐少油、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健
康。

阿 健：乡镇、社区等基层卫生院，

貌似很适合担负这方面工作。
康大夫：嗯，这涉及第五条，调整卫

生服务方向。
1.医务人员健康教育培训；
2.开展社区人群高血压筛检，确定

一般健康人群、 高危人群和各类高血压
病患者，建立健康档案，进行分类控制、
管理和保健指导；

3.医务人员为社区居民提供测量血
压的方便场所， 为高血压病患者提供优
质便捷的经常性的医疗服务；

4.社区高血压病宣传周、全国预防
高血压病宣传日大型宣传和咨询等。

围绕健康促进 5 个活动领域对高血
压病进行社区健康促进干预，制度保障、
措施到位的情况下， 应该能取得良好的
预期效果。

（市疾控中心 张森荣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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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将至 吃月饼有讲究
中秋佳节即将来到，赏明月、品月饼是中国的传

统习俗。 但月饼富含较多的油脂、蔗糖，属于高热量食
品，不宜过量食用，如过量食用会引起肠胃不适，特别
是老人、儿童、肠胃功能不适者，更要注意适量为宜。
专家提醒在中秋享用月饼应注意以下几点：

宜早不宜晚。 月饼是高糖、高脂食品，早上或中午
吃可以补充能量，也不易发胖。 但晚上则应少吃或不
吃月饼， 特别是患有心血管疾病的老年人更应如此，
否则可能会增加血栓的风险。

宜鲜不宜陈。 月饼大多含有较多的脂肪，一旦存
放过久，容易发生变质，不利于健康。

宜少不宜多。 月饼含油脂、蔗糖较多，过量食用可
能会引起胃满、腹胀、消化不良、食欲减退、血糖升高
等反应。老年人、儿童更不宜多吃。需要注意的是无糖
月饼中所含的油脂并不少于普通月饼， 热量仍然较
高，会导致糖尿病人血糖升高。 高血脂、高胆固醇人群
要少吃肉馅、蛋黄馅月饼。

宜与茶相配。 由于月饼吃得过多会觉得油腻，所
以品尝时宜多饮绿茶。 茶能解腻，在绿茶中掺放少许
花茶，饮起来香甜可口，效果更佳。

此外，吃月饼后最好多喝些功效茶，如开胃茶（酸
梅汤等）、消滞茶（如以山楂、何首乌、决明子等中药材
泡制），对于清肠胃颇具功效；也可以适当吃一些蛋白
酶片帮助消化。

网综

任何时候开始锻炼都不晚
英国伯明翰大学发布一项新研究说，常年不运动

的人即便到老年阶段才开始锻炼，他们增强肌肉力量
的能力仍与那些年龄相仿但一直保持锻炼习惯的人
基本一样。 这表明锻炼在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 这项
研究成果刊登在新一期美国《生理学前沿》杂志上。

该校学者领衔的团队对两组老年男性的锻炼效
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第一组人是常年锻炼的年龄为 70
多岁到 80 多岁的老人，第二组人也在这个年龄段，但
此前没有持续锻炼习惯。 团队让两组人都进行一定时
间的锻炼，然后结合同位素示踪技术和肌肉活组织检
查来分析锻炼给他们肌肉带来的增强效果。

据介绍， 研究团队本以为第一组人由于常年锻
炼，身体保持在较佳状态，肌肉力量会增强得更好，但
结果显示两组人在这方面的能力基本持平。

报告主要作者利·布林博士说， 这项研究成果说
明即便你此前没有常年锻炼的习惯，在任何时候开始
锻炼都能带来一定益处。 布林还说，有必要制定更好
的健康指导政策，让公众明白，即便不去健身房，如果
能保持一些日常活动量，都有助于增强肌肉力量。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