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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沧县姚官屯30亩硬化场地
通水电，大车进出方便，可分租，适合停车场、租赁站、堆场等。

联系人：陈先生 电话：18032720773

近日，全国多地遭遇寒潮天
气，选购防寒保暖的羽绒服成为
不少消费者的当务之急。然而，
有消费者向记者反映，自己购买
的羽绒服吊牌和水洗标内容并
不一致；还有消费者表示，买到
的羽绒服充气标与实际填充物
天差地别。记者采访发现，吊牌
和水洗标“各说各话”，充气标

“挂羊头卖狗肉”，背后暗藏猫
腻。

吊牌和水洗标
“各说各话”

日前，江西消费者高女士网
购了一件羽绒服。收到货后，高
女士注意到该羽绒服的吊牌和
水洗标竟然不同。吊牌上显示执
行标准为 GB/T14272-2021，而
水洗标上的执行标准却是 GB/
T14272-2011。

据 了 解 ，GB/T14272-2021
羽绒服装标准于 2021 年 3 月 9
日发布，其对羽绒品质要求、羽
绒种类标注、成衣防钻绒性的测
试与评价等进行了完善和提升。
该标准已完全替代了旧标准
GB/T14272-2011。

“羽绒服的吊牌是合格证，

合格证和水洗标均属于产品的
使用说明。”全国服装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羽绒服装分技术委员
会秘书长曹宗华表示，按照相
关规定，服装的使用说明可采
用一种或多种形式，采用多种
形式时应保证其内容的一致
性。

充气标
“挂羊头卖狗肉”

当前市场上，不少羽绒服产
品都会悬挂充气标，直观地展现
其使用的羽绒材质。但一些羽绒
服的充气标暗藏猫腻。

河北消费者黎女士近日在
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件羽绒服，
看到充气标“90%的绒毛”标识，
黎女士下了单。但收到货后，她
发现衣服缝合处有破损，从里面
漏出来的都是棉，没有发现羽绒
成分。

记者发现，目前羽绒服的
充气标在网上被当作商品公开
售卖。多家店铺表示，外观设
计、填充物都可以根据用户需
求定制，一个充气标仅需 0.1元
多。

据《工人日报》

近期，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
气温持续偏低，中央气象台连续
一周发布低温预警，不少公众感
觉“仿佛生活在冰箱里”。

据预报，21日至 24日西北
地区东北部、内蒙古中西部、华
北、东北地区、黄淮及以南大部
地区日最低气温或平均气温较
历史同期偏低 5℃以上，部分地
区偏低7℃以上。

为什么气温持续低迷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徐
珺分析，13日至 16日有一次强
寒潮过程影响我国，18日开始
又有一股较强冷空气，导致气
温一降再降。

根据历史数据统计分析，
厄尔尼诺背景下我国冬季气温
总体偏暖，但阶段性冷空气活
动较为频繁，也就是说冷暖起
伏比较明显。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
刘芸芸表示，冷空气过程强度
不仅受厄尔尼诺影响，也与北
极涡旋的分裂和中高纬度西风
带的扰动有很大关系。12月中
旬以来，北极涡旋分裂为双中
心，分别位于格陵兰岛和西伯

利亚上空。伴随欧亚上空西风
带剧烈扭曲，西伯利亚高压异
常增强，我国大部地区由前期
盛行偏南风转为偏北风，冷空
气南下导致气温骤降。

另一方面，厄尔尼诺将加
强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使得
更多来自热带的水汽向我国大
陆输送。因此，来自中高纬的寒
潮过程配合来自低纬的丰沛水
汽条件，导致我国中东部出现
较大范围降雪过程。地面积雪
造成的晴空反照率增加也使得
后期回温较慢。

不久前，世界气象组织宣
布2023年是有记录以来人类历
史上最热的一年，这与近期出
现持续低温是否矛盾？

专家表示，我们谈及某年
或某个月份偏暖，不是通过单
次天气事件来定的，而是看整
段时间的气温平均值是否显著
高于或低于历史同期来确定。
例如今年 11月 3日至 7日我国
大部地区出现寒潮天气过程，
气温断崖式降低，这一时段气
温均值比历史同期低了不少，
但整个秋季的平均气温仍为
1961年以来最高，被称为“最暖
秋季”。

全球变暖背景下
冷空气怎么还这么强

“赤道与极地间存在巨大
温差，这种差异促使极圈外围
形成了一圈强劲的西风，被称
为西风急流，像围栏一样约束
着极地冷空气，稳定的极涡被
强大的西风急流限制在北极地
区。但全球变暖背景下，北极地
区增温速度是全球的 2 倍至 3
倍。”刘芸芸说，北极地区与中
低纬度气温差减弱，难以维持
强大的西风急流，极涡内的冷
空气就变得“躁动不安”，更容
易分裂南下。北极来的冷空气，
温度远远低于我们生活的中低
纬度地区，多次出现的寒潮天
气让公众感到“速冻”。

“三九”“四九”会更冷吗？
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气候预测
公报显示，预计 2024年 1月，除
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大部、四
川西南部、云南西部、西藏、青
海西南部等地气温较常年同期
偏低0.5℃至1℃外，我国其余大
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
高。

据新华社

前几天，山东枣庄的王女
士给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整理
房间时，在其枕头下发现一个

“鼻吸能量棒”。放学后，孩子
拿起“鼻吸能量棒”演示怎么
玩——歪着头，凑鼻子下使劲
吸两下。那姿势把王女士惊出
一身冷汗——“我在电视里看
到一些吸毒人员就是这么吸食
毒品的！”

这也引发了不少家长的担
忧。采访中，多位家长向记者反
映，存在不良导向的商品充斥未
成年人周边，如“香烟糖”、酒精
冰淇淋，以及暴力、色情玩具、文
具等，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

商品诱导不良行为
很多家长忧心忡忡

“搞不清楚这里面是什么成
分，感觉吸了对孩子身体有害，
而且很明显存在不良诱导。”王
女士拿起一支“鼻吸能量棒”说，
她仔细检查了下，“能量棒”上没
有标示任何成分，深吸了下，带
着薄荷味，味道有点奇怪，“不知
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我闻了后感
觉不太舒服、心慌”。

王女士的儿子小刘对被没
收“鼻吸能量棒”感到不满。他
告诉记者，同学们都在用这个

“能量棒”，班里几乎人手一个，
谁没有就落伍了，“其实味道挺
好闻的，吸一下提神醒脑，而且
有很多种味道，同学们经常换
着吸”。

山东济南某三甲医院主任
医师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鼻
吸能量棒”的主要成分是薄荷、
精油等物质，具有清凉刺激的作
用，长期使用既有毒又有害，而
且容易“上瘾”。随便往鼻孔里塞
这类东西，一方面不卫生，可能
导致病原体感染，另一方面反复

刺激鼻腔也可能对未成年人的
鼻黏膜造成损伤，甚至会出现流
鼻涕、打喷嚏等症状，危害身体
健康。

“就‘鼻吸能量棒’的使用方
式而言，可能会降低未成年人对
毒品的防范心理和警惕意识。”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步
峰担忧道。

除了“鼻吸能量棒”，今年
夏天，小刘还“爱”上了酒精冰
淇淋。浓浓的酒精味让王女士
无法接受，与小刘严正交涉，要
求他以后不准买酒精冰淇淋
吃。

“孩子身边不断出现这种容
易导致不良行为的食品、玩具，
让人防不胜防，家长真是操碎了
心。”王女士感叹道。

多位受访家长反映，孩子身
边经常能发现这些可能引发不
良导向的商品，诸如：色情手办，
所谓的“美少女”系列手办，竟然
是全裸的；“香烟糖”“酒瓶巧克
力”，外包装乃至形状颜色都和
香烟、酒瓶极为相似；玩具“牙签
弩”，射击威力较大，甚至可以穿
透罐装可乐等。

“有一次，看到上小学五年
级的孩子在卧室‘抽烟’，我气急
败坏地上前阻止，发现那是‘香
烟糖’。孩子说是同学给他吃的。

虽然是糖，但外形和香烟一模一
样，孩子也做着抽烟的动作，明
显存在不良诱导。”一位家长说。

受访专家认为，家长们的担
忧不无道理，未成年人的心智尚
不成熟，容易被诱导而产生不良
行为。

线上线下轻易获得
缺乏标准执法受困

这些商品是如何来到孩子
们身边的？

记者近日走访北京东西城、
朝阳和山东济南、枣庄等地 10

多所小学周边发现，一些离学校
不远的小卖部、文具店中就有此
类商品出售，有的商家甚至会主
动推荐这些商品。

比如萝卜刀，记者走访的小
卖部几乎都有销售。多个商家在
商店入口的显眼处摆放了各种
萝卜刀，宣传文案诸如“拔出我
的萝卜刀”“一刀制敌”等，吸引
了不少学生驻足、购买。

这 类 商 品 在 线 上 就 更 多
了。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商店在
对这类商品做宣传时，目标对
象直指学生等未成年人，且评
论区显示其已被不少未成年人
购买使用。

某平台一家售卖“香烟糖”

的店铺，宣传口号为“儿时的味
道”“小时候的回忆”。评论区里
有疑似学生的网友问：“能骗过
老师吗？”买家秀中，有网友晒出
孩子“吸烟”(模仿吸烟的方式吃
糖)的照片：用食指和中指夹着

“香烟糖”，嘴巴模仿吸烟的动
作。

记者以学校附近小卖部店
主身份咨询了多家售卖“鼻吸能
量棒”的网店，客服均称“鼻吸能
量棒”很受学生欢迎，市场潜力
大，如果要的量大可以再便宜
些。其中一名客服还提醒说，前
些日子大量学生用“鼻吸能量

棒”引发了一些风波，建议不要
卖给学生，但在记者提出考虑批
发 1000 支时，其马上提出可以
再便宜些卖给记者。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
授姚金菊认为，在实践中面临的
执法困难也是此类商品盛行的
重要原因。针对未成年人商品的
国家或行业标准较少，实践中监
管难度较大。缺乏明确、具体的
国家或行业标准，一方面助长了
不良商家抱着“钻空子”的心态
进行生产经营行为，另一方面也
导致有关部门在执法、司法过程
中缺乏具体可参考的依据。再
者，涉未成年人的商品往往同时
涉及产品质量、食品安全、广告

宣传甚至知识产权等多重领域，
需要多领域的专业执法队伍联
动合作，执法难度较大、成本较
高。

完善立法强化执法
源头治理保护儿童

为净化涉未成年人商品市
场环境，2022年 1月，市场监管
总局、教育部、公安部联合发布

《关于开展面向未成年人无底线
营销食品的专项治理工作通
知》，要求严厉查处违法违规现
象。

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
“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食
品、药品、玩具、用具和游戏游艺
设备、游乐设施等，应当符合国
家或者行业标准，不得危害未成
年人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上述
产品的生产者应当在显著位置
标明注意事项，未标明注意事项
的不得销售。”

商家生产涉未成年人商品，
除要遵守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产
品质量法外，专家提醒，生产适
用 14周岁以下学生的学生用品
时，需要遵守《学生用品的安全
通用要求》，标注厂名厂址、执行
标准等关键信息。此外，应严禁
烟草形象涉足未成年人商品，我
国签署加入的《烟草控制框架公
约》规定：“禁止生产和销售对未
成年人具有吸引力的烟草制品
形状的糖果、点心、玩具或任何
其他实物。”

“需要完善立法，从源头上
规制不良商家层出不穷的侵害
未成年人利益的行为，可以考虑
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增加关于
未成年人商品的有关规定，将其
他法律法规中的零散规定进行
整合，同时配套规定相应的法律
责任。”专家说。

据《法治日报》

从“鼻吸能量棒”到色情手办 从“香烟糖”到酒精冰淇淋

“不良商品”为啥围着孩子转

人类历史上最热的一年，近期却出现持续低温

全球变暖下，为何还这么冷
一些羽绒服标识存猫腻

合格证根本不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