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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晒季催热“防晒经济”

■ 本报见习记者 朱卓

三伏天到，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防晒套装“加持”的人。
防晒服、遮阳伞、遮阳帽、墨镜……防晒产品常常是人手好
几件。

近年来，国民的防晒意识整体增强。各种各样的“防晒
新物种”层出不穷，能遮脸的防晒衣、防晒面罩、护眼角防
晒口罩等“防晒神器”开始走入消费者的视野。合肥市民侯
女士说：“一到 6 月，我就把防晒产品都备齐了，出门都要
‘全副武装’，前几天刚购买了最近很“火”的折叠太阳镜，
方便又好用。”各大平台直播间也刮起“全套防晒”风潮，淘
宝直播数据显示，今年 3 月起，直播间的防晒用品销售额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不少；尤其是在防晒用品全年销售高峰
的 6 月，防晒用品在直播间的销售额超 5 亿元，销售额比
去年 6 月增长了 113.8%。

今年夏天，防晒服强势崛起，成为不少人的外出必备
品。 记者走访线上线下市场了解到，防晒衣和冰袖今年很
火爆。 在合肥市瑶海区一家服装店里，有的防晒衣连着防
晒帽，有的防晒衣还可以遮住脸，颜色、款式多样，材质五
花八门，价格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不少顾客前来挑选
和问价。“现在大街上到处都能看到穿防晒衣的人，我和身
边许多朋友都购买了防晒衣和冰袖，否则出门真晒得受不
了。 ”侯女士说。

“全年防晒”的意识也愈发深入人心。 一般来说，防晒
霜等用品受季节性影响较大，但如今大众需求不仅局限于
在夏天防晒黑、防晒伤，更在日常注重防晒。 近日，第一财
经商业数据中心发布的《2021 防晒趋势白皮书》指出，人
们日常使用防晒霜的习惯逐渐养成，防晒不再仅针对于夏
季的艳阳，非夏季防晒消费占比进一步提升，女性消费者
和“95 后”群体成为防晒消费主力军。 “要美白，先防晒，防
晒工作绝对不能偷懒。 ”“95 后”女生杨杨告诉记者，她一
年四季都会抹防晒霜， 夏天出门的时候再加上防晒衣、太
阳镜和遮阳伞。

随着消费者防晒观念的转变，防晒霜品牌延展出更多
细分功能。 “防晒+”开始流行，防晒霜增加了更多的美妆
或护肤元素，增加卖点特性。许多防晒霜加入了美白霜、隔
离霜功能， 还有商家专门针对经常使用电子产品的上班
族，打出“防蓝光”的户内防晒概念。 7 月 22 日，记者浏览
某电商购物平台发现，具有“抗蓝光”功能的防晒产品很热
销，某品牌推出的防蓝光防晒霜，月销量超过 4 万件。

购买防晒产品，还需仔细甄别产品。专业人士提醒，
选防晒服要认清标识。我国防紫外线产品的评价标准规
定 ：紫外线防护系数 （UFP）大于 40、紫外线透过率小于
5%标识的织物产品，可称为“防紫外线产品”。防晒衣紫
外线防护系数（UFP）越大，防护效果越好。 遮阳帽的帽
檐的边长最好在 7.5 厘米以上， 才有较好的防晒效果。
而市场上出现的一些宣称可以保护皮肤免受蓝光伤害
的防晒霜等化妆品 ，大多基于抗氧化原理 ，只能抵御蓝
光对皮肤的部分侵害 ，根据现有实验 ，仅通过抗氧化不
能达到理想的防蓝光效果。 总之，购买防晒产品要理智
选择，切勿跟风。

防疫物资价格趋稳
虚假宣传仍需防范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今年 3 月，黟县市场监管局接到消费者刘某的投诉电
话，反映其前期通过旅行社预订黟县宏村景区奇墅湖畔某
酒店的一间湖景房，每晚 1100 元，但入住后发现酒店旁的
湖水已经干涸，广告宣传的湖景并不存在，而该酒店无湖
景的普通房间一晚只需 600 多元，刘某遂要求商家按普通
房间折算退还差价。 经黟县市场监管局调查核实，刘某通
过旅行社预订该酒店的湖景房两晚，因奇墅湖在人工维护
期，湖水已被抽干。在入住前，某酒店未向刘某提示湖水已
干涸。 经调解，该酒店补偿刘某 500 元，并进行整改，以免
再次误导消费者。

放心消费，离不开畅通的投诉维权渠道，这是一起典
型的因情势变更导致产品宣传与实物存在差异的案件。日
前，省市场监管局发布的《2021 年上半年安徽省市场监管
部门投诉举报咨询数据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受理
的投诉中， 服务类以餐饮和住宿相关投诉占比最大，共
4747 件。

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省各级 12315 工作机构共接
收各类投诉举报咨询 465087 件，同比上升 13.91%。其中：
投诉 107502 件，占总量的 23.12%，同比增长 10.14%；举
报 48755 件，占总量的 10.5%，同比增长 48.32%。 共为消
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4897.32 万元，罚没金额 261.73 万元。

从举报问题来看，2021 年上半年，举报量较大的问题
主要是广告违法行为、食品问题、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和
产品质量违法行为，合计占比 82.78%。 从商品举报来看，
商品举报量排行前五的是一般食品、家居用品、烟酒和饮
料、化妆品、服装和鞋帽，合计占比 62.73%。从服务举报来
看，排行前五位的是餐饮和住宿服务，美容、美发、洗浴服
务，教育、培训服务，互联网服务，文化、娱乐、体育服务，合
计占比 44.69%。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口罩等防疫
物资价格投诉举报共计 7.9 万件，而今年上半年，口罩等
防疫物资价格违法举报件 887 件，价格违法行为举报逐渐
回归常态化。

“从总体情况看，今年上半年我省虚假宣传、违法广告
举报仍在高位徘徊，占举报总量的 57.86%。主要来源于电
商销售商品时涉嫌网页宣传不规范、 涉嫌使用绝对化用
语、涉嫌虚假宣传等。 ”省 12315 指挥中心主任万仕好说，
下一步，全省 12315 工作机构将在做好日常投诉举报的接
处工作的同时，加强对重点时间、重点领域、重点区域的投
诉举报的关注，做好信息收集分析、风险研判预警、突发事
件应急响应等，切实维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

日前，我省上半年 12315 工
作机构接收投诉举报咨询数据分

析报告发布———

“首月 1元”？ 营销莫玩套路

■ 韩小乔

近日有媒体调查发现，多名网友投诉以
“首月 1 元购买 600 万医疗保险” 为噱头的
保险产品，网友投保后发现，首月付 1 元，第
二个月起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第三方支

付平台自动扣费 285.99 元， 而且要连扣 11
个月，一年实际保费高达 3145 元。

为了吸引眼球， 片面宣传 1 元和 600
万，只写首月，不提后续。 所谓的“600 万医
疗保险” 也不是得了重疾就能一次性获赔，
而是有着非常严格的限制条件。保险公司的

营销套路满满，甚至在广告投放中也“大做
文章”： 有人浏览广告误点链接被 “自动投
保”，有人扫共享单车二维码不幸“中招”，还
有人用小程序投票时被投保……在没有明
显告知提示、 没有详述保险费用的情况下，
让人稀里糊涂投保、把手机变成“自动扣费
机”，这到底是保险销售还是欺骗误导？

在信息技术加持下， 依靠一系列产品、
服务创新，互联网保险的确提高了投保的便
利性，一定程度上也唤醒了消费者的保险意
识。 但是一些保险公司为拓展市场，在产品
设计、销售策略上愈发激进，尤其是互联网

保险销售时只强调“短平快”的消费体验，而
忽略保险产品信息披露和条款提示说明义

务，甚至故意利用老年人信息不对称、认知
能力弱的特点，在销售中虚假宣传、设置陷
阱，这样的行为无异于饮鸩止渴。 从消费者
角度说，当消费者在网上投保后发现，所谓
的“首月 1 元”没有想象中那么优惠，或赔付
之时被拒保，就容易产生消费纠纷。 从行业
发展角度说，这也给保险业的形象和信誉造
成不良影响。

2020 年 6 月，银保监会印发《关于规范
互联网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的通知》，

要求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
和公平交易权。2020 年 12 月，银保监会发布
《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强化信息披露
的要求，增加信息披露内容，保障消费者知
情权。 相关的监管办法也一再说明，销售中
不能使用“首月 1 元”之类的片面之词，保险
销售不允许弄虚作假。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今年上半年，银
保监系统对于机构停业、限业或者对于违规
责任人撤职 、禁入行业的 “顶格罚单 ”频频
出现，释放出加强监管、违者严惩的强烈信
号。保险公司如果玩套路、耍心眼，必将吃下
苦果。

“首月 1 元”的营销套路难长久。保险公
司与其挖空心思玩套路、打擦边球，不如在
产品设计的规范严谨和投保理赔的简单便

捷等方面多下功夫，踏踏实实提供好的产品
和服务，赢得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信任。

夏日炎炎，，食品安全如何保障

民以食为天， 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一
个人，尤其进入夏季，天气高温，细菌容
易滋生，食品安全事件进入多发期。 6 月
以来， 我省多地陆续开展夏季食品安全
专项检查，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食品成品开口后要加膜存放。 ”“餐
具清洗后，应及时消毒。 ”……7 月 5 日，
铜陵市市场监管局餐饮安全监管人员对
铜陵一家餐饮公司开展监督检查。 对该
公司存在的餐饮具消毒不规范， 原辅材
料索证索票记录不完整等问题提出整改
意见，责令限期整改到位。

铜陵市市场监管局局长王书春告诉
记者， 自夏季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开
展以来， 铜陵采取分级分行业建立食品
安全问题清单, 对每项问题隐患实行交
办制、台账制、销号制、通报制管理的“一
单四制”制度治理食品安全隐患。 “按照
‘局领导分工负责、科室包保’的原则，我
们对所辖县区实行包保， 包保组每周至
少到县区或下沉至市场监管所属地开展
一次现场督查， 对县区提出的问题和意
见，及时帮助解决或汇总上报。 并且，深
入开展‘你点我检’活动，食品抽检实现
乡镇全覆盖， 在乡镇不少于任务总批次
40%， 食用农产品不少于任务总批次
50%。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铜陵市累计
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3111 批次，已检
出不合格样品 38 批次。

责任落实到位， 不放过食品安全相
关的每一个环节。 7 月 23 日，合肥市市
场监管局在合肥市宁国路菜市场开展食
品安全监督抽检 “你点我检” 开放日活
动，对食用农产品现场抽样。

合肥市市场监管局抽检监测处副处
长张冀炜告诉记者 ，夏季气温高 ，食品
易变质 ，尤其是乳制品 、肉制品等民生
相关的产品 ， 是此次活动重点检查对
象。 “夏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中，我
们以乳制品 、肉制品 、芝麻油 、酱油 、大
米粮食加工品 、炒货和坚果制品 、蜂产
品、糕点，以及夏季风险较大的饮料、冷
冻饮品等为重点整治产品，以重金属污
染 、致病菌污染 、食品添加剂滥用等为
重点问题， 以中小型食品生产企业和食
品小作坊为重点单位， 组织开展食品生
产环节集中整治。 ”

据了解，针对餐饮服务环节安全，合
肥市还陆续开展学校食堂、 学生集体用
餐配送单位等高风险单位的监督检查，
同时围绕旅游景区景点等重点区域，中
型以上餐馆、养老机构等重点单位，冷荤
菜、自制饮品等重点品种，超负荷加工、
食材把关不严等重点问题， 深入开展餐
饮环节专项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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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一张“厨房重地，闲人免进”
告示将食客拒之门外，餐厅大厅干净整洁，
后堂卫生如何却不得而知。 7月 21日晚，记
者走访合肥市多个商场发现， 越来越多餐
厅后厨的外墙装上了玻璃窗， 厨师们洗切
烹饪的全过程，尽收眼底。

除了明厨亮灶 ，记者发现 ，不少商户
还自觉进行网络订餐封签制，商户在出餐
时进行统一的包装封签，骑手取餐送达用
户手中，应确保封签完好无损 ，防范订餐
在运送途中出现食品安全风险。

加强食品安全， 生产及经营主体的责
任重大。除了有关部门推动明厨亮灶、食安
封签等工程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越来
越多餐饮主体自身也在不断加强食品安全
建设。

“餐饮这一行，食品安全是头等大事。 ”
臧振好是合肥市包河万达商场一家连锁餐
饮店的老板，他告诉记者，自己在合肥有多
家分店， 在菜品管理上实行统一的管理模
式。 “我们有专门储存食材的冷库，通过冷链
运输。 从发货到进店，每个流程都责任到人，
签字确认。 总厨也会不定期的检查货品的新
鲜度，产品过期，一律由公司记账销毁。 ”

“辖区中，像臧振好一样的小商户非常
多，进入夏季以来，我们加大了检查频次，
逐户入店进行食品安全检查， 核对店面负
责人信息、从业人员健康证、食品经营许可
证、营业执照等证件，要求证照过期的经营
者及时办理更新，提醒他们做到证照齐全、
有效、亮证经营，杜出售绝‘三无’、过期食
品。”合肥市包河区包公街道雨花桥居委会
主任王说霞说。

近日， 省市场监管局召开落实食品生
产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推进会， 合肥伊
利、芜湖双汇、三只松鼠、安徽卫食园等 68
家食品生产企业集体签订 《履行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承诺书》，公开承诺守牢食品安全
底线。 承诺不聘用禁止从事食品生产经营
管理工作或担任食品安全管理的人员，不
生产经营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食品安
全标准的食品， 杜绝不合格原料用于生产
加工食品，杜绝不合格食品出厂，保证标签、
说明书和广告宣传真实、合法，不含有虚假
内容，保证食品顺向可追，逆向可查等。

据了解，截至 2020年底，我省纳入监管
的食品小作坊共 8780 户，占全省食品生产
主体的 46.2%。 针对食品小作坊，日前
我省出台了首个食品小作坊领域
强制性食品安全地方标准，规
范了食品小作坊生产加工场
所、设施、卫生管理等，该
标准将于 9 月 16 日
开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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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外出就餐时应该如何保护好自
己？ 铜陵市市场监管局不久前针对夏季食
品安全特点，发布了消费提示。

外出就餐时，应选择持有有效《食品经
营许可证》(或《餐饮服务许可证》)、食品安
全监督量化等级较高、环境卫生整洁、信誉
度高的正规餐饮服务单位就餐， 不去卫生
状况差无证经营的餐饮单位及路边露天饮
食小摊点就餐。点菜时尽量多点热菜，吃剩
的蔬菜不宜打包。 烧烤食品原料储存条件
不当容易腐败且烧烤加工中可形成苯并芘
等有害物质，建议慎食，特别是不要吃无证
摊贩烧烤。 餐后应索要发票或收据。

居家饮食时，要讲究安全卫生，合理膳
食，提倡“现买、现做、现吃”。食物制作前确
认食材新鲜，没有变质。食材要用流动的洁
净水多次清洗，去除农药残留。 刀具、案板
和餐具尽量做到生熟分开。 加热烹制过程
要做到烧熟煮透。四季豆、豆浆因分别含有
红细胞凝集素、皂甙，要彻底加热煮熟。 凉
菜要现吃现做，可适量加入生蒜或醋杀菌，
不吃或少吃生食海产品。

夏季要特别注意食物储存环境。 需要
冷藏或冷冻的食品， 购买后尽快放入冰箱
保存， 避免在室温暴露过长时间导致腐败
变质。 烹调好的食物室温存放时间不要超
过 2 小时 ;剩菜、剩饭等要及时冷藏，冷藏
时最好用保鲜膜包好， 冷藏时间不宜超过
24 小时，再次食用前要彻底加热，并确认
无变质后方可食用。 食用油应在避光阴凉
条件下贮存。

“消费者在外出就餐或者食用购买的
食品后出现不适，应尽快就医，除保留病历
和化验报告等相关资料外， 还应及时拨打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投诉举报电话 12315。 ”
王书春说。

张冀炜指出， 餐饮单位如果发生食品
安全事故，应在第一时间组织人员，立即将
中毒者送到医疗机构抢救； 即刻停止生产
经营活动， 封存可能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
食品及其原料。“在向有关部门报告的同时
要保护好现场和可疑食物， 负责人及有关
工作人员要配合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进
行食品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如实反映食品
安全事故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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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当涂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县公安局姑孰派出所对辖区
养老机构食堂食品开展安全检查。。 本报通讯员 卫学超 摄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