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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点击

普通面膜浑水摸鱼“蹭热度”

做完微整容手术，陈女士在某电商
平台购买了一款名为“寡肽舒缓修护蚕
丝冰膜”的医美面膜。不料，使用后皮
肤瘙痒、红斑遍布，“找医疗机构鉴定
其实就是普通面膜，真是害人不浅。”
陈女士说。

医美面膜属于医疗器械，注册为
“械字号”；而普通面膜属于化妆品，注
册为“妆字号”。陈女士购买的这款面
膜是注册为“妆字号”的普通面膜，但
其广告称可在做完医美项目后用来镇
静、修复皮肤。一些美容诊所向客户大
力推荐，称“褪红、消炎效果很好”。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医美面膜被称
为医用敷料，针对皮肤治疗和美容手术
术后的修复，成分多是透明质酸、活性
胶原等，主要在医疗机构销售。“‘械
字号’需要严格按照国家医疗器械标准
生产，更严格、更规范。”广东省中医
院皮肤科副主任莫秀梅说，医美面膜成
分比较单一，针对性更强，防腐剂等添
加少，经过无菌生产后安全性较强，可
直接用于皮肤伤口。

医美面膜逐渐走红，一些普通面膜
也来“蹭热度”。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
发现，大量普通面膜以医美名义售卖。
例如，一款名为“伊肤泉舒缓修复保湿

面膜”的产品，在宣传中写着医美字
样，声称可用于微针、水光等医美手术
的术后修复。但记者查询发现，这款产
品只是普通面膜。在朋友圈里，还有一
些号称进口的医美面膜，产品说明上找
不到任何备案信息。

贴医美标签面膜售价翻几倍

记者调查发现，许多化妆品生产厂
家瞄准这一市场，把普通面膜贴上医美
标签，通过微商、直播、美容诊所等渠
道销售，价格翻了几倍。

在国内规模最大的化妆品展示交易
中心广州美博城，记者随机走访了多家
化妆品生产加工厂。这些厂家都表示，
可以代工生产医美面膜。一片面膜的订
单价 3 元至 5 元不等，销售价 15 元以
上。有商家称“卖得很好”“太便宜了
消费者不会信”。

广州楚美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的工
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一款“水涟肌透明
质酸多肽修护面膜”，显示化妆品生产
许可证为“粤妆”。工作人员称，此款
面膜没有添加防腐剂、香精，在破皮情
况下使用也不会感染、不会滋生细菌，
跟“械字号”的面膜差不多，“生产了
两三年，没有发生不良反应”。“这里大
部分医美面膜都不是‘械字号’。‘械字
号’面膜和‘妆字号’面膜配方差不

多，就是证件不一样。”一家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的销售人员说，他们的面膜可
以用于痘痘肌、晒伤、祛斑后的人群，
一些美容诊所长期进货。

电商平台应加强审核监管

事实上，一些卖家明目张胆地违规
销售，并没有引起电商平台的重视。广
东省医学会医事法学分会主任宋儒亮认
为，电商平台应加强审核与监管，否
则，一旦发生消费纠纷，也要承担相应
的责任。相对电商平台，通过朋友圈、
微信群等售卖，由于私密性强、规模
小，监管相对更难。

宋儒亮表示，社交平台应加强把关，
对微商经营者进行资质审核与监管，并
与监管部门数据共享，形成线上线下联
动监控。宋儒亮认为，对于超过审批许
可范围的经营宣传、打着医美旗号误导
消费者和虚假宣传的情况，监管部门应
该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打击和处罚。

虽然安全性较强，但医美面膜也不
是人人都适用。医美面膜更多针对皮肤
创伤、皮肤修复，并不能解决所有问
题，一些使用正规“械字号”医美面膜
后过敏的情况也不少见。莫秀梅建议，
消费者应该避免盲目跟风，谨慎选择，
尽量通过医院、药店等正规平台购买。

据新华社

普通面膜“蹭热度”冒充医美面膜
成本3元叫价至少翻5倍

2018 年 12 月 30 日下午，四川宜宾
江安长江大桥发生惊险一幕：一名年轻
女子翻过大桥安全护栏，身体悬空欲跳
江轻生。就在此时，过路的宜宾市民文
明月、周代云一把抓住她，多名路人闻
讯赶来帮忙将女子安全拉到桥上。

众人手忙脚乱的 10 余分钟，成为
2018年岁末寒冬里最温暖人心的一幕。

两人同时扑地抓住轻生女子

26 岁的文明月是江安县桐梓镇人，
事发时她骑车经长江大桥到江安城区，
看到桥中间位置有人探头往下看并呼
救，就停下来问。得知有人翻到桥外准
备跳江，文明月赶紧跑过去。“我到的
时候，她站在桥外一个凸出来的地
方， 身子蹲了下去，只剩下手还拉着
桥面外的线缆。”文明月说，就在红衣
女子松手的瞬间，她从安全栏板下伸手
抓住女子左手，进而又抓住了衣袖。

在女子翻越栏杆的时候，周代云刚

好驾车经过。周代云说，他不敢把车停
在女子面前，于是前行了约40米停车后
返回现场，边走边向路人求援。在周代
云缓慢接近女子时，女子突然抓住桥外
的通信线缆，蹲下身做出要跳的动作。
周代云和文明月几乎同时扑地，手从栏
板缝隙伸出去抓捞。但周代云只揪住了
女子右手一点衣服，很快手滑了。此
时，红衣女子已全身悬空，文明月跪在
地上不敢松手，一边使出全身力气抓住
女子的手，一边急得大哭。

小伙翻出桥栏将女子“提”回

就在文明月感觉越来越吃力的时
候，一名小伙子从人群中冒出来，直接
翻到了桥栏外。小伙子左手抓住栏杆，
躬下身子，试图用右手抓住红衣女子。
可惜距离太远，他够不着。这名小伙子
正是28岁的桐梓镇双松村人张浩，“目
测距离江面约30米高，她要是掉下去，
生还希望渺茫。”

张浩事后告诉记者，他当日中午一
点多才从成都赶回江安老家，到县城办
事返回时，看到一名女子跪在地上，还
有人趴在桥栏杆上，场面混乱。

“红衣女子已完全悬空，随时都可能
掉下去。”张浩回忆，大家都在喊找绳子，
可是现场没有绳子。救人心切的张浩果
断地翻越栏杆。张浩说，即使桥上的人
拉住他的手，他也只能够到女子衣领。
张浩觉得没有把握，只好大声告诉女子：

“你不要慌，我们不会放弃你的。”
恰在此时，有人找来了绳子套在张

浩身上，张浩双手死死抓住女子衣领。
之后张浩突然发现，女子有了求生意
识，用右手抓住了裸在桥外的钢筋。

“我抓住你了，你放心把手往上伸，他
们可以拉住你。”果然，女子向上伸出
了右手，探出桥外的其他市民抓住了她
的手，张浩抓住衣领往上提，然后撑住
女子往上用力推，几秒钟后女子被成功
救上桥。张浩也在大家协助下安全回到
桥面上。 据《成都商报》

女子翻越栏杆欲跳江 多位路人伸出援手

“你不要慌，我们不会放弃你”

“比普通面膜安全、效果好！痘痘、痘印、
敏感肌都能用”……时下，医美面膜广告势头强
劲。原本医疗机构用于皮肤治疗的医美面膜，因
主打医用、安全，备受美容达人青睐。记者调查
发现，很多普通面膜打着医美面膜的旗号在朋友
圈、微信群、QQ群、电商等平台销售。一片普
通面膜成本价仅三四元，层层包装打上医美标签
后，价格至少翻涨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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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31日晚，湖南衡南
县三塘镇，一名 2005 年出生的嫌疑
人在杀害父母后逃离。

据衡南县警方通报，经公安机关
初步核查，犯罪嫌疑人罗某出生于
2005年（现年13岁），系三塘镇初一
在读学生。2018年12月31日18时40
分许，因家庭纠纷用锤子先后将其母
亲谭某某 （现年 45 岁，系先天性弱
智）、父亲罗某某（现年51岁）锤伤
后，逃逸现场。经全力抢救，伤者谭
某某、罗某某因伤势过重死亡。

有媒体从湖南衡南县官方渠道获
悉，事发后嫌疑人罗某曾用其父亲的
身份证购票前往云南大理。1月2日
下午，衡南警方在云南大理将其抓获。

办案民警介绍，目前初步预测疑
因家庭纠纷导致案发，“他（罗某）的家
庭比较特殊，他的母亲和姐姐有先天
性弱智。当时在场的两人已经死亡，
他在逃。他姐姐当时在家，后来找家
里亲戚反映，随后亲戚报案。” 晚综

因家庭纠纷锤杀父母

13岁少年在云南被抓

记者1月2日从乌鲁木齐市公安
局刑侦支队了解到，乌鲁木齐市民李
女士在更换手机号后，旧手机号只做
了注销处理，但未解绑支付宝，导致
银行卡内1万元被盗。近日，乌鲁木
齐市警方和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联
合破获此案。目前，被盗刷的1万元
钱已追回，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办案民警介绍，一些市民在停用
或者注销手机号时，并未及时取消相
关的绑定业务，而手机卡号销号一定
时间后就可以循环使用。

警方提醒广大手机用户，在更换
或注销绑定过移动端业务的手机号码
时，应及时申请解除绑定服务，确保
银行账户、个人隐私安全，防止被犯
罪分子利用，造成个人财产损失、家
庭生活信息泄露。 据新华社

换手机号没“解绑”支付宝

银行卡里1万元被盗

四川师范大学官网近日发出一条
公告：为了鼓励学生掌握新技能，该校
将企业出资的 50 万元设立为四川师
范大学教育基金会的一个专门项目，
资助在校在读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参
加驾驶技能学习，获得驾驶执照。

“目前在校学生考驾照的费用在
2000元到2700元之间，虽然费用比上
班族便宜，但对于普通学生而言也是
一笔不小的开支。”四川师范大学老师
王玮介绍，学校不会指定驾校，只要在
成都范围内的正规驾校都属于补贴范
围内，补贴额度为每人500元。

“当时推出这个项目主要是想鼓
励学生学习社会技能，更好地融入社
会。”王玮说，学生提交的申请将按
申请登记日期为序，编排序号，按先
后顺序优先资助，直至资助资金发放
完毕为止。 晚综

四川一高校推出驾考补贴

每人可申请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