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2 0 2 1

年6

月1

日

星
期
二

责
任
编
辑

向

霞

责
任
校
对

朱

静

技
术
编
辑

向

霞

清
风
楼

热
线
电
话
：31 5 5 7 6 8

儿童用品的安全问题，牵
动着众多家长的心。

市场监管执法人员进行
的调查显示，某些号称“品牌”
的儿童雪地靴，实际上却是

“三无产品”，网店称“不退货
就不给退款”；儿童手推车稳

定性差、儿童学习椅安全性能
不合格……

儿童用品生产要有良心，
安全必须落到实处。源头防
好，中间卡好，末端守好，才有
岁月静好。

据新华网

一名男孩听到自己被重点
中学录取后喜极而泣，全班同学
都为男孩鼓掌祝贺。最近网上流
传的一条视频，引发广泛关注。

孩子努力付出，收获喜悦；
其他孩子为同学鼓掌，真心祝福。
他们的样子可爱又让人感动。

可是，画面背后却有心酸。
这名男孩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妈妈因为意外去世，爸爸也在车
祸中受了重伤，男孩不但要上
学，还要照顾年幼的妹妹。

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
起。这样的故事总能直击人心。
希望这个“喜极而泣”的孩子能

有一个可喜的未来，走出泥泞，
把自己活成一束光。

美好的未来需要自己去创
造，也需要社会的关爱。孩子稚
嫩的肩膀已经扛下了太多。学
费、生活费怎么解决，车祸重伤
的父亲、年幼的妹妹谁来照顾，
都是问题。

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教育
系统、慈善机构以及社会大众要
发挥自己的职能和优势，让孩子
少受一些苦难，多感受一些温暖
和呵护。

愿所有努力的孩子，都能终
有所成。

愿努力的孩子，都能终有所成
冯文雅

智能客服得“走心”
刘小东

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
用智能客服回复消费者，这样做
极大节省了企业的人力成本。

一项调查显示，过半消费者
表示遇到过智能客服答非所问、

“踢皮球”的问题。
客服电话“升级”成智能客

服后，“技术”含量增加了，用户
体验却下降了，说是“智能”，其
实形同“不能”。

服务客户，贵在走心。缺乏
服务诚意，再多的升级也是白
搭。

警察情侣去领证
路上抓了个嫌犯

蒋思慧和叶晟是武汉市的
一对警察情侣。5月25日，他们
决定领证结婚。在公交车站，叶
晟迎面碰到了苦追 5日未果的
嫌犯。叶晟一个箭步向前，控制
住了嫌犯，他和蒋思慧一起，将
嫌疑人送进了派出所，两人又
赶紧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网友们笑称，嫌犯是来给
警察夫妇送结婚礼物的。

据@人民日报

回音：“警”上添花！

喂，119吗？
我是110

近日，杭州市消防救援支
队接到求助电话：“喂，119吗？
我是110！”

原来，民警在单位的院子
里发现了一条大蛇。蛇在院子
里游走，最后钻进了警车里。

消防员立即出动，戴着防
护装备，用捕蛇工具将蛇从警车
里拉了出来。

消防员“安慰”民警：“抓坏
人你们是专业的，抓蛇我们是
专业的。” 据@钱江晚报

回音：术业有专攻！

术后婴儿降生
医生却被抬上病床

近日，海南省人民医院手
术室内，产科医师杨扬主刀了
一场情况危急的剖宫产手术。
就在胎儿头部被拉出的瞬间，
杨扬听到自己腰部“咔擦”一
声，双下肢顿时失去了知觉。

原来，长时间的站立和“探
腰”，让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杨
扬旧伤复发。手术完成后，杨扬
被抬上病床。 据“中国之声”

回音：职业精神让人敬佩！

水晶泥和起泡胶等孩子玩具暗藏危险
【事件】

近年来，水晶泥、起泡胶、
“假水”等玩具深受孩子喜爱。
你知道吗？一些外表鲜艳的软
泥玩具中硼砂含量超标。

（5月29日《沧州晚报》）

【留言板】

@刘发发：“假水”不是真
的水，很多年龄较小的孩子看
到与“水”有关的字样就认为可
以喝，一旦发生“误喝”事件，后
果不堪设想。

@王志佳火星人：家长是
孩子的把关人，家长自己不玩

“网红玩具”，也不要随意给孩
子购买“网红玩具”。

@古影：上过“黑名单”的
玩具千万别买，不要心存侥幸。

@欧阳：玩了硼砂玩具以
后再用手摸嘴，很容易把硼砂

“吃”进去。内脏中积多了硼砂，
就会诱发“积蓄性中毒”。

@红福：玩水晶泥一定要
佩戴一次性手套。

怎样把老人从“养生课堂”拉出来
本报评论员 郑广辉

听“养生课”领赠品，在许多
地方大行其道。组织者利用老年
人追求健康、治疗疾病的心理，
以听课赠礼品的方式吸引老年
人参与，然后对他们进行洗脑宣
传，推销高价保健品、保健仪器。

一些老年人一步步落入彀中，最
终上当受骗。

保健品本质是一种食品，并
不具备治病的功效，一些保健仪
器更不具备治病的功能。一些销
售人员为了欺骗老年人，将其吹
嘘成可包治百病的“神药”“神
物”。殊不知，这些所谓的“神药”

“神物”不仅不能治病，还会让老
年人遭受金钱上的损失，甚至会
给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带来巨大
隐患。

保健品并不是人人都适合
服用的，一些有基础性疾病的老
年人服用后有可能对自身病情
带来很大影响。还有一些老年人

“不信医院信‘神药’”，有病不去
医院治疗，结果延误了治病时
机，使病情加重。

如何填上“养生课”陷阱，让
老年人避免上当受骗？不妨从下

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加大宣传力度，防范

各种“忽悠”。一些老年人对保健

品了解不全面，对科学和伪科学
分辨不清，无法识破销售者的伎
俩。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宣传力
度，宣传正确的健康理念，讲解
销售者的惯用套路和伎俩，提高
老年人防“忽悠”的能力。

第二，提倡亲情陪伴，不给
“大忽悠”以可乘之机。一些销售
者大打“亲情牌”，对老年人嘘寒
问暖，甚至称老年人客户为爸爸
妈妈。这给了一些独居或丧偶老
人以精神上的慰藉，也让他们不
知不觉落入圈套。因此，作为儿
女，应该关心父母，常回家看看。
保健品不是治病良药，儿女的陪
伴才是最好的“良方”。

第三，加大打击力度，保护
老年人权益。有关部门应加大对
保健品虚假宣传的打击力度，加
大对违规销售人员的处罚，规范
市场销售行为，强化监督。对于

以各种伎俩“坑老”的不法行为，
应及时发现，迅速打击，不给保
健品虚假宣传以生存的空间。

第四，各方齐发力，满足老
年人的健康需求。据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 60 岁
以上人口超过 2.6 亿，我国即将
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因此，
满足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尤为重
要。

我们应健全老年人健康服
务体系，增加老年人健康服务供
给，完善社区医院老年人服务功
能，建立老年人健康数据平台，
政府、社会、家庭等共同努力，更
好的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
的健康需求。

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得到了
满足，“大忽悠”就没有了市场。

听课两小时，可以领到背
心、耳塞、纸巾、鸡蛋……一些老
人乐此不疲，可听课只是“诱
饵”，他们最终被忽悠购买了“功
能强大的产品”。这些老年人可
能最终都不知道，自己落入了

“养生课”陷阱。
（据5月25日《沧州晚报》5版）

儿童用品生产要有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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