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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冀德沧州
医药物流有限公司联合以
岭药业开展健康公益行活
动，为市交警二大队、市巡
警支队、沧州监狱一线民警

送去防疫物资。
冀德沧州医药物流有

限公司董事长陈志敏介绍，
本次医药健康公益行活动
筹集了价值 5万余元的防疫

物资。疫情期间，他们还给
环卫工人及军分区干休所
等地免费送去价值 30 万元
的防疫物资。

本报记者

冀德医药公司

为一线民警送去防疫物资

近日，河间
市消防救援大队
组织开展 15 米
金属拉梯训练，
提高消防队员团
队协调能力。

卢扬 摄新闻边角

因为手机号码与一家快
递投递点的电话号码相似，市
民王娜娜遭受了3个多月的电
话“骚扰”。好在经过一番周
折，这件事终于解决了。

“我的快递到哪儿了？”
“那个快件什么时候能送来？”
最近几个月，王娜娜的手机经
常接到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
电话中，对方都是询问她物流
信息的事儿。

“什么快递？你打错了。”
王娜娜每次都会解释一番。让
她没想到的是，这样的骚扰电
话几乎每天都会接到。多的时
候，她一中午就能接到三四个
这样的电话，午休也受到影
响。

前几天，王娜娜又接到了
一个“查快递”的电话。对方
说，他是从购物网站的物流信
息中看到这个号码的。号码备
注是“快递投递点”。对方随后
将页面截图发给王娜娜。

王娜娜仔细一看发现，网

上的电话号码中除了“13”与
自己的“31”不一样以外，其余
数字都一样。

“原来是我的号码和快递
的号码太像了，才有人经常打
错电话。”搞清了事情原委，王
娜娜依然郁闷；“怎样才能避
免那些‘马虎客户’打来骚扰
电话呢？”

王娜娜给那个号码打过
去后得知，这是一家位于吴桥
的快递投递点的工作电话。听
了王娜娜的遭遇，工作人员表
示歉意，并说会想办法解决。

几天后，王娜娜发现几乎
没人再打电话询问她物流信
息了。她询问那个快递点的工
作人员之后才知道，那个快递
投递点为了避免客户再打错
电话而打扰王娜娜，特意更换
了号码。

“骚扰”电话
本报记者 刘冰祎

“我买的是可食用的化妆
水，没想到用到脸上却出现红
肿、瘙痒的问题。”日前，市民李
女士一直在为自己用的一款可
食用化妆品而烦心。

李女士本想着这款玫瑰水
无任何添加，又可以食用，肯定
安全可靠。使用后，李女士发现
脸上出现各种问题。这让李女士
觉得，她大概是交了“智商税”。

“可食用”化妆品
吸人眼球

前不久，市民李女士在某购
物平台上看到一款号称纯植物
提取的爽肤水。这款爽肤水声称
仅使用玫瑰提取而成，无任何添
加，可以饮用。李女士看到这款
产品的宣传语后，毫不犹豫地买
了一瓶。

产品到货当天，李女士就打
开使用了，闻着这瓶爽肤水有一
股很浓的塑料味道。李女士使用
了一周后发现，她的脸颊附近越
来越红，还有瘙痒的情况。

“一开始，我以为是换了新
的护肤品皮肤不耐受，没想到
越用情况越严重。”李女士不敢
再继续使用这款爽肤水。停用
两周之后，她脸上的情况明显
好转。

“不是说这是可以喝的爽肤
水吗？它不应该更健康、安全吗？
为什么我用了之后差点儿毁
容？”李女士有点想不明白。

记者找到了李女士所说的
那家的网店，点击进入产品页面
后，第一眼就看到一位男士手拿
爽肤水瓶仰头大喝的画面。这是
一款来自国外的爽肤水。在这款
产品的详情介绍里，还写有“无
任何添加”“可饮用，每天一杯”

“可作为基础化妆水使用”等字
样。

然而，记者在浏览产品信息
的时候发现，这款爽肤水虽然用
途“五花八门”，却没有任何产品
成分的详细说明。在买家晒出的
产品照片里，也看不到产品的中
文标签。

“产品是否有进口（非）特殊
用途化妆品备案凭证？”面对记
者的疑问，店家没有正面答复，
只是发来一张标题为“风险告知
书”的图片，其中有一条写有“您
购买的境外商品符合原产地有
关品质、健康、标识的相关标准
或要求规范，与我国产品标准或
有差异，由此可能造成的危害、
损失或者其他风险，本店不承担
责任。”

虽然产品没有正规的备案
凭证，但店家却斩钉截铁地告

诉记者，这款玫瑰水无任何添
加，当地人都会喝，可以放心购
买。

朋友圈里卖化妆品
害了不少朋友

胡女士在我市一家公司工
作。2019年的时候，她发现有一
位好友经常在微信朋友圈中发
一个品牌的护肤品广告。这个护
肤品牌宣称主打纯天然、无添
加，甚至宣传说纯露、润唇膏等
产品可以食用。朋友还发过一个
将面膜里的精华液挤出来后喝
掉的视频。

胡女士关注这位好友很久，
经常看到好友晒出的买家好评
截图。时间一长，她也动心了。和
这位微信好友沟通后，胡女士成

了这个品牌的代理商。
没去过公司总部，没看过生

产流程，更没接触过品牌方工作
人员……就这样，胡女士成了这
家产品的“二级代理商”。

“我每天都会在微信朋友圈
里发一些产品的图片和信息。有
时候，上一级代理商会给我发图
片和文字统一进行宣传。”胡女
士说。

然而，看到买家的回复，胡
女士有点儿坐不住了。

“我用完薰衣草纯露后脸
颊两侧起了密密麻麻的一层疙
瘩……”“我用了唇膏后竟然得
了唇炎，怎么回事？”……

越来越多的客户质问让胡
女士有点儿慌。虽然她是产品的
代理商，但她从来没有用过自己
代理的产品。“我原本想，这些号
称纯天然、无添加的产品，即使
功效不明显，但安全性上应该没
问题。没想到，很多购买产品的
同事、好友都用出了问题。”胡女
士说。

由于不少顾客反映使用产
品后出现各种问题，胡女士甚至
不敢打开微信看信息。“卖这个
品牌的产品不到半年的时间，钱
没有挣多少，朋友、同事得罪了
一堆。”胡女士说。

不久前，市民刘女士花 13
元网购了一款无添加的“可食
用”口红。“香精味儿很重，用到
嘴上还黏糊糊的。”刘女士说，她
觉得自己上当了。

记者浏览一些购物平台和
视频软件后发现，不少号称“可
食用”的化妆品在宣传售卖。记
者在一购物平台上搜索“可食
用”字样，出现不少“可食用”口
红搜索结果。有些“可食用”口红
的销售量甚至高达 2万多件，还
有口红甚至打出“孕妇可以吃”

的宣传语。

化妆品“可食用”
纯属商家宣传噱头

“可食用”化妆品真的能吃
吗？

记者就此事咨询了沧州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一
位工作人员表示，食品就是食
品，化妆品就是化妆品，二者不
能混为一谈。化妆品和护肤品属
于不同行业，二者使用部位不
同，吸收成分不同，所使用原料
及产品生产指标的要求、禁限用
要求、执行标准、检验标准等各
不相同。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大多化
妆品含有添加剂等化学成分，是
不可以食用的。“可食用”化妆品
这一概念纯属商家宣传的一种
噱头，是为了宣传效果而使用的
市场语言。市民在购买化妆产品
时要擦亮眼睛，不要被此类商品
的宣传所迷惑。

一位专业人士介绍说，化妆
品中的一些原材料确实可以食
用，但是在制作成化妆品的过程
中，都会用到添加剂等化工原
料。这些化工产品是不能食用
的，仅因产品中有可食用的成分
就标榜化妆品可食用，属于以偏
概全。

沧州市消费者权益保护中
心主任李大刚表示，《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向消费
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
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
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
宣传。消费者如果上当受骗，可
以向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也可
以向监管部门举报。

“可食用”化妆品的出现，引起不少消费者的关注。很多人使用后却
出现了身体不适的症状——

“可食用”化妆品，让多少人交了“智商税”
本报记者 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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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扩大生产，现河北冀美林泡塑制品有限公司招聘以下职位：

公司有食堂宿舍，地理位置优越，待遇优厚，每月都有福利待遇，工作优秀者可升职加薪。地理位置：河北省沧州市张官屯工业园区 电话：15720487345（微信同步）

•车间维修工、电工各两名，操作工数名：4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吃苦耐劳，有专业技术补贴，月薪5000－8000元。
•办公室文员及会计数名，要求年满18周岁，熟悉办公软件，每月四天公休，月薪3000－6000元。
•带车司机数名：4.2米的平板货车或加长油三轮，工资10000－30000元。•门卫两名：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适应夜班工作。

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