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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古城是市民休闲时间最爱逛的地方之一。7月2日，记
者在古城看到，个别市民遛娃时出现攀爬雕塑的不文明现象。
提醒广大市民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在游玩时，要引导孩子
勿靠近、攀爬雕塑，遵守公德，注意安全。

本报记者 严 洁 摄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传统观念
的转变，越来越多爱美的“90后”宝妈
们也在打扮这件事上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孩子。小女孩尝试偷偷涂上妈妈的
粉底、口红、眼影，模仿着动画片中的
爱莎公主。

茉莉果冻唇膏、亮彩缤纷眼影、草
莓香蜜口红、公主闪粉指甲油……近
年来，随着需求日益增大，五花八门的
儿童化妆品种类不断增多，市场规模
也随之迅速扩大。

但令很多家长担忧的是，这些打
着“儿童专用化妆品”旗号的产品成分
真的安全吗？对孩子稚嫩的皮肤是否
会造成伤害？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探访
儿童彩妆线下难购

“90后”宝妈为消费主力军
“我花了一下午时间，跑了近十家

店，想给孩子买演出用的化妆品，没想
到这么难，还好这家店勉强有些可供
选择。”近日，记者在位于市区新华西
路上的一家母婴用品店里看到，市民
杨女士正在挑选儿童彩妆用品，其中
大部分以丰富的套装组合形式和具有
设计感的外包装为主打。

“选购这类儿童彩妆的绝大多数
是‘90后’宝妈，经常光顾，自用送人都

有。”店铺营业员告诉记者，从品牌上
看，迪士尼、小浣熊、红色小象、青蛙王
子等品牌备受欢迎。目前国内市场上，
一些品牌已经从儿童洗护类产品扩展
至彩妆品类，基本主打植物萃取成分。

在沃尔玛某知名化妆品柜台前以
及超市内，记者注意到，儿童彩妆产品
并未出现在售卖区域。货架上在售的
主要是儿童面霜、洗护、防晒等产品。
随后，记者来到一家大型商场的儿童
玩具专柜，在电商平台备受欢迎的某
品牌冰雪奇缘主题化妆套盒以及凯蒂
猫造型套盒位于专柜显眼位置。根据
查看商品的说明页面，上面均指出成
分是蜂蜡等食品级用料，但在产品类
别一栏，被划为了“玩具用品”。对此，
儿童玩具专柜负责人告诉记者，儿童
彩妆作为一个新兴品类，目前不只是
在漳州本地，乃至全国大部分线下化
妆品市场中都是空白，但这也正是其
下一步优化产品构成的方向。

声音
儿童化妆品深受孩子们喜欢

家长对此有担忧有无奈
“妈妈，我们班同学都有‘公主化

妆盒’，你也给我买一套吧！”市民陈女
士的女儿小琪今年 8 岁，逐渐到了爱
美的年纪，她吵着妈妈给她买的便是

时下流行的“儿童化妆品”套盒，里面
产品琳琅满目，有粉饼、眼影、口红、腮
红、指甲油等。“平日里，她看到我在化
妆，总喜欢模仿。有时候，她还会偷用
我的化妆品给自己或者玩具娃娃化
妆。”陈女士说，成人化妆品里的化学
成分复杂，一般情况下我都会藏起来
不让她触碰。“她最近一直吵着要买和
好朋友一样的化妆盒，后来我在网上
给她挑选了一套好评率最高的化妆
品，但还是多少有些担心。”陈女士告
诫女儿，这个化妆盒里的东西只能给
娃娃化妆，不允许用在自己脸上。

无独有偶，市民方女士也遇到这
样的困扰，她告诉记者，10岁女儿萌萌
多才多艺，经常参加学校或者市里举
行的表演活动，化妆便成了一种“刚
需”。有一次演出，萌萌的队员把自己
的儿童化妆套盒带来，这让她着实羡
慕不已。方女士在网上进行搜索，发现
儿童化妆品套盒一般包含了口红、眼
影、腮红、化妆刷等用品。但是，在产品
详情界面，林女士并没有发现能够证
明产品的成分介绍，相关的“产品合格
证书”也模糊不清。犹豫再三之下，林
女士最终还是没有给萌萌买。

“大多数网售的儿童化妆品套装
也就在 100元左右，就这个价格，让我
怎么相信产品宣传的‘无毒’‘纯天然’

‘食品级安全’？”在方女士看来，所谓

的儿童化妆品就是一套儿童玩具，还
不如成年人的高端化妆品让人来得
放心。

权威
儿童化妆品必须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

家长选购需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化妆

品已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日常生活
必需品。化妆品，特别是儿童化妆品的
安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监管部门
高度重视化妆品的安全，2020年以来，
国家层面陆续出台了《化妆品监督管
理条例》《化妆品标签管理办法》《儿
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等法规规
章，还发布了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小
金盾”，有效规范了化妆品的监督管理
工作。

在我国，儿童化妆品是指供年龄
12 岁以下（含 12 岁）儿童使用的化妆
品。“基于该类人群的特点，往往有更
谨慎的产品配方安全考量。产品所使
用的原料都要求安全性较高，并有一
定的安全使用历史。产品和其中所含
原料都须通过针对儿童使用的安全风
险评估，才能作为儿童产品投放于市
场上。”漳州市市场监督局化妆品监督
管理科科长杨惠琼介绍道，儿童化妆
品购买使用时，应选择正规途径购买、
查询产品登记信息、观察产品质量、查
看成分标识。除此之外还应注意以下
几点：一是应该注意产品是否适用于
儿童，在选购新的化妆品前，可以先给
儿童做个“皮试”：首先，在前臂内侧中
下部做少量涂抹，观察一段时间后，看
涂抹部位的皮肤是否有红肿现象，或
者是否有瘙痒、灼热和刺痛感，如无异
常现象，再按照使用说明涂抹于所用
部位进行正常使用；二是不要让儿童
随意使用成人化妆品，成人的化妆品
中可能会添加一些功能性成分，会对
儿童的肌肤产生较大的刺激；三是儿
童应该在成人监护下使用化妆品，确
保遵循正确的使用方法使用化妆品。
同时，化妆品不能宣称医疗作用，也
没有治疗作用，宣称治疗儿童湿疹等
皮肤病的产品不属于化妆品，要提高
警惕。

记者了解到，漳州是全省儿童化
妆品主要生产地，近年来，我市持续开
展化妆品领域的专项整治，重点对儿
童化妆品备案、上市后的经营、使用进
行检查，打击违法，保护合法生产经营
行为。企业主责、政府监管、行业自律、
社会监督的社会共治格局，是提升儿
童化妆品产品质量的有力保障。

■本报记者 李 润 文/供图

儿童化妆品的安全使用
不容忽视

随着美妆行业的快速发展、短视
频的兴起普及，以及“减负”之后，越来
越多的孩子发展艺术特长、参加文艺
演出等，儿童化妆品有了更多需求、更
大市场。此背景之下，保障儿童化妆品
安全，无疑迫在眉睫。

为了提升儿童化妆品辨识度，保
障消费者知情权，根据《儿童化妆品监
督管理规定》，自2022年5月1日起，申
请注册或进行备案的儿童化妆品，必
须标注“小金盾”；此前申请注册或进
行备案的儿童化妆品，未按照规定进
行标签标示的，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
应当在2023年5月1日前完成产品的

标签更新。
不过，这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一方

面，“小金盾”标志的发布时间不长，不
少消费者对该标志并不了解，容易被
一些不良商家钻空子。比如，一些商家
在推销产品时，就故意将“小金盾”标
志与获得国家审批、质量认证等宣传
用语挂钩，有意混淆“小金盾”标志的

含义。可见，要让儿童化妆品市场进入
“正轨”，还需要监管部门不断查缺补
漏，不断加大打击力度，让商家不愿、
不敢也不能弄虚作假。

另一方面，越是国家对儿童化妆
品实行严格监管，在产品配方设计、安
全评估、生产条件等方面都提出了更
高的监管要求，越需要家长提高认识，

积极介入。在为儿童选购化妆品时，要
注意甄别，善于通过国家药监局发布
的“化妆品监管 APP”来查询产品信
息、了解化妆品科普知识、投诉举报
等；在儿童使用化妆品时，要科学加以
引导，教会其正确的使用方法，尤其不
要让儿童随意使用成人化妆品。

作为商家，更应该着眼长远。互联
网时代，在一些平台打出“安心材质”

“温和亲肤”“一洗即净”等昧心广告，
可以糊弄一些消费者盲目消费，但“质
量差”“气味刺鼻”“孩子过敏了”留言
在评论区出现，可见纸不仅包不住火，
而且很快会让短视商家自毁前程。

合力保障儿童化妆品安全
■贺 成

据《宁波晚报》报道，宁波
市人大会议表决通过《宁波市
公筷使用规定》，规定在餐饮服
务场所，两人以上合餐时应使
用公筷。据了解，这是目前已知
的全国第一部公筷立法。

俗话说，病从口入。从公共
卫生与健康的角度考量，在餐
饮服务场所使用公筷，已经成
为不少人的共识。特别是疫情
防控的需要，公筷、公勺已成为
很多餐饮服务场所的标配，也
是餐桌文明的具体表现。在此
背景下，公筷立法正当其时。宁
波市出台《宁波市公筷使用规
定》，其中规定，两人以上合餐
时应使用公筷。这是全国第一
部公筷立法，以地方立法形式
促进餐桌文明，可以说是“小礼
仪”带动“大文明”，意义重大，
值得为之点赞。

违法不究，法律通常无法
落实，将沦为一纸空文。公筷立

法也一样，必须对违法者予以
相应的惩罚，才能保障落实。

《规定》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
可以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进
行劝告，并可以通过有关平台
投诉、举报。餐饮服务提供者
未按规定配备公筷的，由商
务、文广旅游等行业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二 十 元 以 上 二 百 元 以 下 罚
款，并将相关情况纳入餐饮
服务行业监管信息。这意味
着，在饭店、酒楼、单位食堂
等提供餐饮服务的场所，有
两人以上合餐时，必须使用
公筷，让公筷成为餐饮服务
的标配。

笔者认为，全国首部“公
筷法”诞生，具有很好的示范意
义，能够通过法治手段，增强市
民的公共卫生和防控意识，摒
弃一些不卫生、不健康的习惯，
进一步提升餐桌文明素养。期
待“公筷法”真正发挥效应，让
餐桌文明成为常态。

为首部为首部““公筷法公筷法””点赞点赞
■丁家发

据报道，某地一次人才招
聘会上，一家被众多应聘者看
好的企业亮出一条告示:“父
母带来一律不要”。虽然有些
应聘者其他条件不错且专业
对口，但因由老爸老妈“保驾
护航”，被该企业拒绝接谈。

在人才市场招聘会现场，
家长“陪聘”现象已是常见。家
长“陪聘”，是希望给孩子带来
一定的帮助，而事实并非如
此，有的不仅不能带来帮助，
甚至会造成负面影响。虽然

“父母带来一律不要”在人才
招聘的有关法规中尚未见过，
但细想觉得有一定道理。企业
到人才招聘会招人的目的无
外乎是用人，而人才应该有其
相应的素质，包括对事物基本
判断与处理能力。很多家长，
每当孩子在生活中遇到困难
都会“挺身而出”，不愿让孩子
吃一点苦、受一点累。他们事事
为孩子着想，陪子求学、陪子考
试、陪子应聘、陪子相亲……万
能父母的出现，催生了一批低

能孩子。笔者认为，在孩子就
业等影响孩子未来发展的重
大事情上，家长应该当向导、
做引导，鼓励孩子与用工单位
洽谈，关键环节可以给孩子提
供参考意见，而不应一味包
办。大学生应该把招聘会当
成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大胆
地去面对招聘单位的选择，
即使应聘失败，也能从失败
中获取经验。

“父母带来一律不要”对
家长、学校和求职者敲响了警
钟。家长应该放心甚至狠一狠
心，让孩子自己闯世界，逐步
去适应社会;学校的素质教育
目标要明确，要为社会培养
出真正有用的人才，否则将
来孩子一旦“上市”，很可能就
会碰到“被不要”的难堪;作为
求职者应减少对父母的依赖，
培养好独立意识，要靠自己的
能力去适应社会，寻找就业机
会和岗位，只有这样，才能又
好又快地在社会中立足，也只
有这样，孩子才能更快更好地
成长，才能走好属于自己的人
生路。

家长家长““陪聘陪聘””不可取不可取
■鲁庸兴

“我终于可以安心下来，帮着妈
妈好好干活了。”6月24日，湖南省高
考成绩公布，来自湖南张家界的钟朋
辰取得了652分的高分，面对在全省
都排得上名的成绩，他并未狂欢而是

依旧守护在母亲雷雪梅身边，帮助在
张家界天子山做保洁工作的母亲。

（6月27日《三湘都市报》）
妈妈做保洁工作，但是钟朋辰从

来没有感觉低人一等。据悉，他 3 岁

时，因为车祸手骨折，无法上幼儿园，
母亲是她的启蒙老师。因为见证过父
母工作的不易，他更是努力学习，整
个高中阶段几乎都是他自己一人
度过的。可见，钟朋辰是一个懂事
的孩子，高考后“帮妈妈做保洁”值
得称道。

其实，这件事不仅值得称道，
还值得借鉴。高考大幕落下，填报
志愿结束，考生就将迎来一段近两
个月的放松时间。从高考中被彻底

“解放”出来的考生，终于熬过了漫长
的备考到考试阶段，接下来他们该干
些什么很值得关注。

根据以往经验，考生脱离“苦海”
后，一般都会尽情享受“失去的时
光”，其中，睡大觉必不可少，拿起久
违了的手机尽情地玩游戏、刷微信、
看网剧等恐怕都将必不可少，而与同
学聚会、出游等也是高考后的“规定
动作”。受疫情影响，今年外出旅游的
考生可能不会太多，但高考后的各种

放松一定会到来。
然而，五花八门的放松里，有

不少属于报复性放松，甚至有放
纵嫌疑。选择放松固然没错，但放
纵与放松根本不搭界。高考后不
是不该休息，而是要正确休息，没
有张弛有度的休息，肯定达不到目
的。每年高考后总有专家建议，考
生身体处在疲劳期，免疫力相对较
低，娱乐切莫过度，对压力的宣泄
要缓慢进行，以免劳累过度引发
健康问题。

而高考后“帮妈妈做保洁”，钟朋
辰此做法无疑值得推崇。当然，高考
后这段时间如何度过，每个学生的具
体情况不同，做什么也是不尽相同。
但有一点必须牢记，一定要做一些有
意义的事情，更要谨防放松变放纵。
高考结束了，但人生的路还很长。对
此，务必要在这个时间段里，过得更
有意义，以便为日后走进大学校园，
凝心聚力。

高考后高考后““帮妈妈做保洁帮妈妈做保洁””值得推崇值得推崇
■刘天放 文 杨 靖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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