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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市场监管
要疏堵结合

杨鹤

近年来，为了守护未成年人健康与
安全，相关部门对未成年人玩具的监管
力度持续增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
要注重“堵”，即强化监管和严格处罚，更
要强调“疏”，即合理引导和促进玩具市
场健康发展。“疏”与“堵”相结合，才是保
障未成年人安全与权益的智慧之选。

首先要强化监管。玩具市场的健康
发展离不开严格监管。一些质量低劣、
存在安全隐患的玩具，严重威胁着孩
子们的身心健康。因此，我们必须加强
监管力度，制定更为严格的玩具质量标
准，确保市场有序发展。

其次要合理引导。家长作为孩子的
第一监护人，应增强安全意识，为孩子
选择安全、适宜的玩具 ；同时，要教育
引导孩子正确使用玩具，及时发现并处
理玩具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避免发生
意外伤害。学校也须加强对学生的安全
教育，将玩具安全纳入日常教育内容，
通过举办主题班会、专题教育和开展实
践活动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和
自我保护能力。此外，我们还应积极发
挥市场导向作用，鼓励厂商生产更加安
全、有趣、富有教育意义的玩具 ；还可以
借鉴先进的监管经验，如建立玩具安全
认证制度等，共同筑起安全防线。

最后要多方合力。玩具监管需要家
庭、学校、社会各界形成紧密联动，既要
强化监管力度，确保市场有序发展 ；又
要注重合理引导，促进玩具市场和孩子
身心的健康发展，只有共同关注和努
力，才能营造“疏堵结合”的社会氛围，
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安全、健康、快乐的
成长环境。

警惕！

本报记者 杨鹤

潜伏在孩子
新奇玩具中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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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卡片
流行在低龄学生中

6 月 2 日下午，在市区大庆路一家售

卖香烟的商店门口，两名身着校服的小学

生一边翻看彼此手中的卡片，一边激烈地

讨论着。原来，他俩进商店询问了香烟的

价格，正在商量如何“等价交换”烟卡。老

板于浦说 ：“最近总有学生进来问烟价，

我朋友的孩子还让帮忙收集空烟盒，说是

要集烟卡。” 

什么是烟卡？原来，“烟卡”由废弃烟盒

制作而成，小孩们把烟盒盖撕下来折成长方

形卡片，双手合拢，以空掌心拍击地面，烟卡

被掌风击中，翻面就算赢。这种游戏当下在

小学生中非常流行。孩子们会按香烟档次将

卡片分等级，谁拥有的卡片多且稀有，谁就

有了炫耀的资本，甚至还衍生出了类似赌博

中“下注”的玩法。

“这卡有毒！”小学生家长张薇说，她儿

子的同学在制作烟卡时看到烟盒里边还有

香烟，便约同学们一起试抽。孩子将这件事

告诉她后，听得她心惊胆战，连忙给孩子科

普吸烟的坏处。 

孩子们手中的“烟卡”从何而来？“学生

获取烟卡的主要途径是 ：要、找、捡、买。求

而不得时，就会去翻垃圾桶、找陌生人要，或

是想办法去买。”宝鸡高新第三小学德育主

任王雅婷说，烟卡在玩法上还有可能引起孩

子的攀比、赌博心理，同时会把香烟文化过

早植入孩子的思想里。 

“儿子才上小学四年级，市面上哪种烟

卖多少钱比我还清楚，还拿着压岁钱让我在

网上帮他买稀有烟卡。”家长刘波说。记者在

某网络购物平台搜索看到，网上售卖烟卡的

店铺非常多，一些号称“绝版”“稀有”“不重

复”的烟卡打包售价高达几百元，一条销售

链的成交量竟有 7万单之多。 

新奇玩具
家长也得擦亮眼睛 

记者了解到，与烟卡同样盛行的还有动

漫卡片。这些印着奥特曼、叶罗丽等国外动

漫形象的卡片，形成了一个“故事王国”，让

集卡、换卡成为孩子们之间的一种社交游

戏。“想要稀有卡就得买盲盒，可能花上百元

也抽不到一张，浪费钱不说，还容易让孩子

上瘾。”三年级学生家长刘艳青苦恼地说，有

的卡通形象低俗，她看到后就会悄悄扔掉，

可是孩子却说那些人物之间是有故事的，缺

一张都不行。 

除了烟卡和动漫卡片，一种号称能解

压的捏捏乐玩具，不仅在玩具店里占据“C

位”，而且出现在了文具店、书店和校门口

小商店的货架上。它们被制作成“包子”“比

萨”“饼干”“寿司”等食品形状，外形、颜色

甚至手感的仿真度都极高。这种捏捏乐外

包装上虽然有“禁止食用”的提醒，但都不

在醒目位置。

制作成食品形状的玩具，还有被央视

曝光硼砂超标的水晶泥、假水、起泡胶等，

被装在饮料吸管杯、酸奶杯、泡面杯等仿食

品容器里出售。“我家孩子小，很担心他会

误食，可是这种玩具现在到处都是，防不胜

防。”记者在市区一玩具店里看到，两个小

孩拿起装着水晶泥的吸管杯直接就放在嘴

里吸，家长一边阻止一边面露愁容地说，现

在这些玩具，让家长也得擦亮眼睛跟着“升

级打怪”！

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医生蔺辉说 ：“这

类玩具容易刺激过敏引起接触性皮炎，

如果是特异性体质的孩子，家长就要格

外注意了。”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除了模仿食品，市

场上一些玩具产品在设计上还用起了“障眼

法”，以更隐蔽、更灵活、更诱人的方式出现。

最近，很多小学生课间会拿着小喷壶互相喷

着玩。一小学教师说：“这种小喷壶的外形

很像铅芯盒，很难被发现，学生之间会跟风

购买，里边装的液体不一定是水，很容易喷

进眼睛里。” 

此外，还有一种在产品介绍中打着“国

药”“雾化”“清咽润肺”等字样的“口腔喷

雾器”，也悄然成为学生手中的“玩

具”。“吸入吞吐的样子和抽电子烟

一样，有学生说吐出雾气的感

觉很让人享受。”我市某中学

秦老师说。记者详细查看了

该产品的包装及说明书，

并未看到有国家认证的

“药”“准”“健”“械”等

字样。  

正向引导
需要家校社会联动

面对此类“新奇”玩具易引发的安全隐

患，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监管，该如何跟上“节

奏”呢？

“从开店起我们就知道，任何含有烟草

商标、标识的制品都不允许向未成年人销

售，这是国家规定，谁也不能违反。当遇到孩

子来询问时，一般还会跟他们讲明白原因。”

于浦说。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我市各家烟草销售

店铺都有较强的安全意识。对于“口腔喷雾

器”，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中医科主任刘

晓虹提醒说，国家对未成年人吸入性雾化剂

的管理非常严格，用药不当或使用方式不

当，容易导致呼吸道黏膜受损，从而引发呼

吸道或肺部疾病。

“每年由玩具引起的误食、误吸、误塞

等意外事件，在低龄儿童中还是比较多见

的。”市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梁宽说，尤其

是很像食品的玩具，幼儿很难区分，这就需

要家长提高防范意识，尽可能多看一眼玩

具适用年龄，帮助孩子规避一些风险。

那么，面对这些新玩具，孩子能不能玩？

经二路小学副校长张婷萍说：“喜欢玩

具是孩子的天性，用‘一刀切’的方式管理肯

定不行。不管出现什么新玩具，作为家长，一

方面要让孩子真正认识到存在的问题，一方

面要了解他们对这个玩具的兴趣点，然后在

兴趣点上去作积极正向的引导。”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当前烟卡的流行已

经引起了学校、家长和相关部门的重视。市

场监管部门加大了对玩具市场和校门口店

铺的检查力度。市区多所学校积极采取行

动，向家长发出倡议和警示，一些中小学还

组织召开主题班会或家长会，敦促家校联

合，加强安全监管。

“对于心智尚不成熟的未成年人来

说，一些玩具会在他们心中悄然诱导模

仿、攀比、暴力、猎奇等心理，潜移默化中

参与构建他们的认知、文化和审美，长远

来看，会对孩子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产生深

远影响。所以，及时的、正向的行为引导非

常关键，这就需要家长、学校、社会积极联

动，为孩子们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王雅

婷说。

每年“六一”前后都是玩具市场的销售旺季, 这也是孩子

们最快乐的时光。然而，五花八门的玩具是否安全也引起了家

长的疑虑和担心。连日来，记者在走访我市玩具市场时发现，

继盘串、咕卡、萝卜刀等玩具热度消退之后，近期在少年儿童

中又出现了一批“新奇”的玩具——烟卡、迷你喷壶、口腔喷雾

器等，给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带来了新的挑战。 

学校开展抵制烟卡主题班会

小学生选购玩具

市场上的仿真食品玩具琳琅满目

街边的玩具摊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