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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整形需看资质 爱美丽切勿随意
“关注微整形”系列报道之三

本报讯（记者 王 培 见习记
者 杨 旭）日前，有市民向记者反
映，孩子所在学校门口的商店卖有
一种叫做针管饮料的食品，外形独
特、色彩艳丽，颇受欢迎，但看起
来很不安全，让人担忧。4 月 17
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包装新颖引人注意

当天上午，记者走访了市区几
所小学，发现有一部分小学附近的
商店有针管饮料在销售。

在泰山中路小学旁边的一家商
店，记者看到了被摆在外面的针管
饮料，每支售价0.5元。红色、黄
色、绿色的液体被装在针管之中，
外包装上只有“贵乐食品专用”6
个字，没有生产日期、保质期、配
料等相关信息。

随后，记者询问了该食品的安
全性，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这里面
就是普通汽水，不少学生买，没发
现有什么问题。

家长担心喝出问题

对于针管饮料，家长们是怎么
看的呢？记者在学校附近随机采访
了一些市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
到针管饮料后均表示担忧，还有一
位市民表示自己的孩子就买过这种
饮料。

市民刘燕娜对于记者手中的针
管饮料并不陌生，因为自己上小学
三年级的女儿之前就买过。“有一
次放学回家后，我看到女儿的书包
里装有这种东西。当时我还奇怪这
是干什么的，女儿说这是饮料，我
还不相信，直接就把它扔到垃圾桶
里了。”刘女士说，“这东西看着就
不安全，怎么能让孩子喝呢。”

市民王菁华则表示，学校门口
的食品安全问题已经说了这么多

年，还是没有得到解决。“这种饮
料一看就不能喝，但孩子没有分辨
能力，觉得好玩就买，万一喝出问
题谁负责？”王女士说，“我的孩子
今年上小学二年级，回去我得问问
他有没有买过这种饮料。”

孩子应少吃零食

针对学校门口的食品安全问
题，记者采访了中级临床营养师邓
莹沛。“校门口商店卖花花绿绿包
装的食品无非就是吸引孩子的眼
球，只要买卖的是卫生、有效期内
的食品，孩子偶尔吃一两次也无
妨，但对于‘三无’食品则要杜
绝。”邓莹沛说，“老师要教育孩子
少吃零食，家长也要为孩子做好三
餐，让孩子吃饱吃好，减少孩子购
买零食的机会。”

本报讯（记者 张晓甫 见习
记者 陈金旭） 4 月 13 日上午，网
友“淡淡的玫瑰”在晚报小 Q 群
中反映：“辽河路丹尼斯附近的树
上，虫子特别多，从树下经过，就
跟下雨一样，车停到树下跟落上一
层胶一样。能不能喷些药？”

网友“阳光”跟帖道：“不光
是辽河路上有，貌似长江路上也
有。不知道有啥防治的好办法。”

网友“一支兰州”也反映道：
“嵩山路家具市场附近也有这种现
象，我看到其中三棵树还用红黄相
间的管子支撑起来，连管子和固定
的铁牌上面都爬满了虫子，我密集
恐惧症都犯了。”

4月13日，记者来到网友“淡
淡的玫瑰”所说的辽河路附近，发
现几棵树的树干上爬满了黑色的小
虫，地上也落了一层层黑色的小

虫。从树下经过，确实如同下了一
场“虫雨”般，让人感觉很不舒
服。地上的一节嫩芽上也被蚜虫给

“覆盖”了。
记者又来到网友“一支兰州”

所描述的嵩山路家具市场附近，看
到了她所说的树，从树到支撑的管
子、地面，就连旁边的电线杆上都
爬满了黑色的小虫。

针对此事，记者联系到了市林
园局的相关工作人员。

“网友所说的这种小虫应该是
蚜虫。现在正值树木抽出嫩芽的时
节，所以蚜虫被树长出的嫩芽所吸
引。”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对
此，我们林园局已经采取了相应的
措施，为了不影响到白天出行的市
民，我们在凌晨三四点几乎没人的
时候，喷洒了一些防治蚜虫的药
物。”

□策划/苏艳红
执行/本报记者 潘丽亚

吴艳敏

随着人们对“美”的追求，微
整形已经无处不在，也越来越多的
人接受微整形。但不少消费者却不
知道微整形属于医疗美容，需要资
质。市民如果选择没有资质的机
构，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微整形属医疗美容
操作者要有资质

“其实，现在市场上所谓的美
容是分为医疗美容和生活美容，两
者对从业者的要求差别很大。”源
汇区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宁女士介
绍，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
物、医疗器械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
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
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修复与再
塑，包括拉双眼皮、抽脂瘦身、隆
鼻、隆乳、纹唇、纹眉。而生活美
容是指使用化妆或一般护理保养方
法的修饰性美容，包括美容知识咨
询与指导、形象设计和美体等，其
特点就是无创伤性和无侵入性。

“平时我们所说的微整形其实
就是属于医疗美容，从业者是需要
有执业医师资格的，而且开展医疗
美容的机构也必须办理相关的医疗
机构卫生许可证。”宁女士说，医
疗美容机构对场地环境要求很高，
其手术室、医疗器械等必须达到特
定标准，而生活美容院由于设备简
单，无法达到无菌操作的要求。

据介绍，很多生活美容院、工
作室甚至美发店、美甲店开设医疗
美容，其实都属于非法行医。

多数人很随意
不知道微整形需要资质

虽然美容无处不在，但很多消
费者并不清楚，没有取得医疗美容
资质的美容机构是不能从事医疗美
容项目的。

“在美容院里美容的时候，做
个眉毛，漂个唇，不都是很正常的
吗？很多美容院都有这些业务，没
有觉得有啥不合适的呀。”市民梁
女士说她的眉毛就是在美容院里做
的，当时去美容院做美容时，经工
作人员推荐就做了。提及是否知道
做这些微整形要先看看操作者的资
质时，梁女士笑着说，从来没有想
过还需要资质，感觉这和在美容院
洗面一样，属于美容项目。

“就做个眼线，还需要啥资质
吗？美容院的美容师不就可以做
吗？”在市区一事业单位上班的杨
女士说，她曾在生活美容院纹过
眉，而且周围的朋友也都是在生活
美容院纹的，但却不知道这些美容
项目属于医疗行为。

取证困难
查处有难度

据 了 解 ， 早 在 2002 年 5 月 1
日，卫生部就颁布实施了《医疗美
容服务管理办法》，对医疗美容进
行严格规定。按照规定，医疗美容

是指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
其他具有创伤性或侵入性的医学技
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
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而要实施医
疗美容项目，必须在相应的美容医
疗机构或开设医疗美容科室的机构
中进行。也就是说，注射美容针剂
是属于医疗美容项目，生活美容院
根本没有资格做注射、打针这类具
有侵入性的美容项目。

宁女士告诉记者，对于没有资
质开展医疗美容的机构，他们平时
也会予以查处，但因为取证困难，
经监督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

“我们辖区的几个较大的整形
机构经常被检查，发现有违规超范
围经营的，我们按照相关规定进行
了处罚，甚至有的还吊销了他们的
许可证。”宁女士说，对于一些藏
身生活美容院、美发店、美甲店的
医疗美容行为，他们去查处时如果
没有现场，没有当事人，是难予以
查处的。

针对目前市场上良莠不齐的美
容整形机构，宁女士提醒消费者，
要做微整形，一定要查看美容机构
是否有资质。辨别医疗美容机构是
否有资质开展美容项目，可以查看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执业医师
证》等。另外，消费者也需提高自
我保护意识，选择正规的医疗美容
医院，在微整形之前，要和医院签
订合同，保留凭据、病历、手术记
录等，做完手术缴纳费用时，应当
向机构索取发票。如果在美容院遭
遇了不正规的美容手术，也可向卫
生部门举报。

本报讯（记者 郝河庆） 4月12
日，王兰周求助本报说，儿子王洪
超去青海省西宁市打工，已有四个
年头了没有一点消息，现在他年事
已高，老伴思儿成疾，包括媳妇和
孙子、孙女全家人，都期盼王洪超
能平安归来。

【讲述】
西宁打工已经四年无音讯

王洪超今年40岁，18岁时，初
中没上完就外出打工，从事装饰行
业。“这么多年，儿子先后去过北
京、上海等城市打工，逢年过节要
不是电话有声，要不是返乡回家，
总能有音讯，可在2012年3月，儿
子 到 青 海 省 西 宁 市 干 活 后 ， 已
经有四年没联系了。”据王兰周讲
述，2012年农历七月十三，他和儿
子通完平安的电话后，至今手机再
也打不通了。

“儿子不好事，性格很好，友
善待人，缺点就是喜欢打牌。”据
王兰周分析，儿子失联后，从没有
向家要过钱，不可能从事传销活
动，而且儿子自尊心不是很强，也
不可能因为在外没挣到钱无脸回
家。2013年8月，想儿心切王兰周
去到了西宁市，寻遍当地的老乡查
找，没有儿子的一点消息，随后，
在老乡的帮助下，他去到西宁警
方，进行报警。如今，又快三年过
去了，儿子还是杳无音讯。

【求助】
全家人盼亲人回家

当日，记者与王兰周的老伴联
系时，今年66岁的村民王梅香提起
儿子就难受不已。“想起儿子来整
夜睡不着，这几年的眼泪也哭干
了！”王梅香说，这四年来，自己
是体弱多病，媳妇要照顾六岁的孙
女，孙子高中已经毕业，一家人主
要靠老伴打工进行养活。现在老伴
年龄也大了，希望能寻找到儿子，
让他回来担负起照顾全家人的责
任。

当日，记者根据王兰周提供的
情况，同当时和王洪超一起去西宁

打工的同乡王文杰取得了联系。经
过王文杰回忆，在2012年3月，王
洪超和他来到西宁市打工，当时听
说王洪超去“西宁市平安县高铁家
属小区”干活，后来也没有一点消
息。“现在那个小区装修施工早完
成了，寻人线索早就中断了！”当
日，记者同西宁市当地的新闻媒体
进行了联系，将联动寻找王洪超的
下落。

男子外出打工 四年没有音讯

王洪超，家人盼你平安归来

针管饮料受欢迎
实为“三无”产品

树上下“虫雨”惊扰过路人

针管饮料。
本报记者 王 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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