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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卢珍珍文/摄
新学期即将到来，这几天，为孩子挑选上学必

备文具，是家长必做的事情。
学生用品质量安全，关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家长要尽量购买无刺鼻气味的文具；不要购买过
于洁白的纸张；选购书写笔时，要看笔帽上是否留
有空气通道，防止孩子误吞……

《学生用品的安全通用要求》是我国发布的强
制执行的学生文具安全标准。今年2月，国家新修
订实施的《学生用品的安全通用要求》，较之前版本
进行了多项修改。家长购买文具时，可以作为参考。

文具怎么选

在椒江东海大道大润发超市，学生文具被摆
放在入口最显眼的位置。商家还贴心地附上一份
小学生开学清单，上面罗列了可购买的文具品类，

例如书写工具、美术用品、胶类、纸张本册等。
前几天，记者在大润发超市随机采访了 4位

正在采购的家长 .“看品牌选”，是家长挑文具时惯
用的方法。对安全的文具有哪些标准，几位家长知
之甚少。

“我们都会买同一个品牌的文具，再由小朋友
挑选自己喜欢的款式。”带着儿子选购文具的张女
士告诉记者，相比杂牌，品牌文具的品质更有保证。

事实上，对于文具用品安全，许多家长并未引
起足够重视。李女士在给女儿挑选彩泥时，并不在
意安全标准，“有的彩泥用一次就干了，她就不玩
了。只要女儿不放进嘴里就可以，其他应该没什么
问题。”

玉环郑女士的儿子 9月份就要上小学了。不
久前，郑女士在网上选购了一批文具用品，其中橡
皮擦就买了三款，4B橡皮擦、趣味橡皮擦、3D立体
橡皮擦。这些文具都有同一包装——奥特曼。“不
知道哪种能擦干净，就多买几款。”郑女士告诉记
者，选文具，她会在意款式，毕竟儿子喜欢也很重要。

好看的文具，的确能博得消费者青睐，但学生
用品质量安全有它的底线。

今年2月，新修订的《学生用品的安全通用要
求》正式实施，相比之前，标准明确了产品使用人
群的年龄，对美术用品的化学指标、产品标识做了
更新等等。

家长挑选文具时，首先得仔细查看产品包装
上是否附有中文标注的使用说明，产品包装上的
文字是否清晰、准确。对于无生产日期、生产厂家
和生产地址不清楚的产品，家长要慎买慎用。

接着再看看选购的产品是否符合孩子的年
龄。新的标准规定，学生用品应在产品上或其最小
包装或其销售包装上标明“本产品适合14周岁以
下（含14周岁）的学生使用”，或“适用年龄：6岁至
14岁”，且标识应清晰、易读、持久耐用。对于要求有
警示标识或警示说明的学生用品，应该予以标明。

小心文具成“刺客”

琳琅满目的文具，会让消费者挑花眼。但消费

者可能不知道，每一款文具，都可能隐藏着不容小
觑的安全问题，成为隐形“刺客”。家长要通过眼看、
手摸、鼻闻等方式精挑细选，为孩子排除安全隐患。

孩子写作业、涂涂画画，都离不开白纸。挑选
纸张时，家长误以为纸张越白越好。其实不然。纸
张如果异常洁白，可能在生产中加入了大量的荧光
增白剂，长期使用过白的纸张，会损伤孩子的视力。

在文具市场，橡皮擦往往拥有高颜值。为了得
到学生的喜欢，这些橡皮擦会被做成食物、卡通人
物等形象，十分逼真。有的橡皮擦除了外形仿真
外，还会散发出香味。一些孩子对橡皮擦的香味特
别喜欢，会一直闻，甚至会啃咬。

香味过于浓郁的文具，使用的是工业香精，其
香料内的甲醛、苯往往会超标，长时间使用或者啃
咬，会导致孩子头痛、身体乏力。

同样的，设计上有缺陷的笔，可能也会对孩子
造成致命伤害。

《学生用品的安全通用要求》标准规定：笔帽
体上需要有一条连续的至少 6.8平方毫米的空气
通道；笔帽应在室温最大压力差 1.33千帕最小通
气量为8升/分钟。笔帽上的特殊设计，是为了防止
儿童误吞后，造成窒息。

家长购买笔时，要观察笔帽上是否有孔，另
外，如果笔帽或者尾端上镶有晶莹剔透小物件的
笔，家长最好不要购买。没有气孔的笔帽或者小物
件，如果被儿童误吞卡在喉咙里，会导致气管阻塞。

在学生间流行的多功能文具盒，以其按钮设
计赢得口碑。但有些按钮弹性太强，在按按钮的时
候，冷不防就会从旁边弹出一个盒子或者其他的
东西，而这些物品大多用塑料制成，有一定的硬
度，如果孩子边看边按，很容易被弹伤。

水彩笔、蜡笔、油画棒是学生们最喜欢的美术
用品。然而，这些文具与铅笔、圆珠笔、白板笔、铅
笔盒等表面的彩色图案一样，含有铅、砷、锑等有
害元素。孩子在使用过程中，如果有咬笔头的坏习
惯，容易误食这些有害物质。

这些隐形的文具“刺客”，家长在挑选时，应该
谨慎购买。毕竟，学生的安全无小事，哪怕是一块
小小的橡皮擦。

学生用品安全升级，你挑对了吗？

本报讯（通讯员王福平）近日，黄岩区沙埠镇积
极开展燃气安全整治“百日攻坚”行动。通过“一店一
清单”，该镇行政执法队从布置、摸底到指导落实，用
1个多月时间，使全镇85家餐饮店全部安装了新型燃
气报警器。

今年以来，沙埠镇社会治理中心迭代升级后，集
结了信访和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社会治理事件处置、
社会风险分析研判、大综合一体化执法协调指挥、联
勤共治执法联动、基层社会治理业务指导等功能，打
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党建引领，微网格全覆盖

沙埠镇不断健全网格队伍，现有综治网格39个、
专属网格 7个，学校、医院等实现了网格区域优化和
全覆盖，持续发挥群防群治力量，形成“1+3+N”网格

队伍模式，有效打通社会治理“死角”。
坚持支部建在网格上，在网格上建立了 22个党

支部，16个党小组，1个临时党支部。在疫情防控人员
排查及措施落实、防电信诈骗、防溺水宣传等方面，
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院桥派出所联勤警务室入驻镇矛盾纠纷调处化
解中心，院桥交警每天安排人员在中心值班，司法局
派出 2人在中心设立办公室，中心还建有共享法庭。
如今，遇简单纠纷或普通求助等警情时，试行辅警协
同中心其他人员先期接处警机制。该中心每周一次
召开综治、公安、交警、司法、信访等多部门参与的沟
通协调会，通过联动，提高响应率、处置率、成功率，
社会治安满意度、群众办事认可度、平安建设参与度
等，也显著提高。

共建共享，资源整合

沙埠镇以“一个中心三个室”为框架，以镇矛盾
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为核心，设立专职调解室、“两代
表一委员”调解室、新乡贤调解室，形成镇村两级

“信息联通、工作联动、问题联调”的工作格局。成立
新乡贤调解服务团，11名有威望、有群众基础的乡
贤担任核心骨干，与全镇 16个村结对实现调解网络
全覆盖。

推动“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赋能基层治
理，采取常驻、轮驻、随叫随驻、聘驻等方式，抽调部
门（单位）进驻。行政执法局、社会工作站等 7个常驻
窗口，形成一个更有利于实现跨部门、跨领域、跨层
级的综合治理指挥体系。

行政执法队入驻后，积极参与老街整治提升和
沙埠宋文化美食节筹办。在老街开店的小谢说：“行
政执法队参与老街整治后，环境好了，我们生意也比
以前好了很多。”

建立综合治理指挥体系和39个综治网格

沙埠镇社会治理迭代升级

本报讯（通讯员刘竹柯君 沈羽彤）从 8月 4日起，玉环市人民法
院开展“灼夏·和合”集中执行行动、“奋进新征程，喜迎二十大”百日
攻坚执行专项行动3次，累计传唤14人，查封房产1处，张贴敦促令28
张，移送拒执5件，执行完毕13件，达成和解14件，执行到位66万元。

8月18日早7点多，执行干警一行来到沙门镇，敲响了孔某的家
门。孔某的儿子开了门，说父亲还在外地务农，并打通其电话。

“就欠2万元多，也不是200万元，就算每年还5000元，没几年也
还完了。我知道你心里有想法，对方没跟你商量就去起诉，但现在法
院的同志过来了，也要给人家一个交代……”孔某的儿子几乎替执行
干警开展说服工作。最终，孔某和申请执行人进行协商，申请执行人
放弃了部分利息。孔某的亲戚代替其一次性支付了所有执行款，该案
顺利执行完毕。

被执行人某公司因欠 1万多元债务迟迟未履行，公司法定代表
人林某也一直不见踪影。行动中，执行干警决定“智取”。

林某主要做买卖家装材料的生意，家里、店里都找不到人，何不
以谈生意为由将其约出？由于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本就是朋友，申
请执行人联系到了他们的一位共同好友，由他约见被执行人于当天
上午10点在酒店大厅商谈。

执行干警提前到达酒店附近，林某到达酒店后，执行干警迅速
行动，将被执行人带回法院。当天下午，林某拿出1000元，并签署承诺
书约定每月还款。

玉环法院：
执行在路上 为民不停歇

本报讯（记者颜敏丹 通讯员冯 溢 金宇婷）“不
节食不运动，只要定期服用我们的减肥神药，月瘦10
斤不是梦，保证不反弹，无副作用……”面对这样的
宣传，有人心动且行动了。可权威机构检测结论是：

“减肥神药”含违禁药物。
近日，温岭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案件，被告人潘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8个
月，并处罚金6万元，3年内禁止从事食品生产、销售
及相关活动。

2019年 8月，身材有点胖的潘某，在朋友圈认识

了一个昵称为“完美瘦”的好友后，购买了一瓶装有
绿色胶囊的减肥药。潘某服用一段时间后，有点瘦
了，于是她觉得有利可图，便开始在朋友圈和自己的
美容店里售卖这个减肥药。

潘某大力推广，招揽了许多生意。2020年 10月
10日，温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潘某处查扣到尚未
销售的“纯中药燃脂弹蓝色胶囊”“心形粉色压片”

“绿色椭圆形压片”等减肥产品共计 225粒。经检测，
上述减肥产品中均含有西布曲明成分。经查，潘某通
过微信朋友圈推广的方式销售上述减肥产品，销售

金额达3万元。
2020年 11月 6日，潘某接到温岭市公安局大溪

派出所电话传唤后，主动到派出所接受调查，如实供
述了其涉案事实，并协助公安机关抓获他案犯罪嫌
疑人张某某、郭某某。

法院认为，潘某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
食品原料的食品，其行为已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
品罪。鉴于被告人潘某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其犯罪
事实，系自首，有立功情节，且认罪认罚，决定依法
予以从轻处罚。

减肥“神药”瘦得快 原是加了违禁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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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林利军 郑慧越

每天埋首于各类矛盾纠纷，现任三门县公安局珠岙派出所专职
调解员的吴伟见从未心生厌倦，他把每一次调解都当做是向人民群
众宣传法律法规的机会，积极做到调前讲法、调中用法、法中融情。面
对火气冲天的当事人，吴伟见凭借着手里的“降火药”“疏心药”“土方
药”，让矛盾症结“药到病除”，筑牢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夫妻调解开出“降火药”
“一杯水降火，两句话平心。”这是吴伟见担任专职调解员以来寻

得的诀窍。
“我现在跟他没什么好说的，这个人性格恶劣！”“老吴同志，你看

看，她就是这个不讲道理的样子，我怎么说她也听不进去解释。”“双
方都发泄完了没有，先坐下来喝杯茶降降火，有话好好说……”

4月 6日一早，珠岙派出所调解室里，当事的夫妻双方争执得厉
害，他们因为情感问题产生纠纷，妻子把丈夫的脸抓伤，丈夫也踢了
妻子一脚。吴伟见马上给每人面前放上一杯水，说上两句平心话。

渐入主题后，吴伟见牢牢掌握主动权。“俗话说，夫妻床头吵架床
尾合，你们两个也不怕村里人笑话……”吴伟见从情感、家庭入手，缓
和双方剑拔弩张的关系。

其实在调解前，吴伟见就已经从村干部和邻居那里详细了解了
这对夫妻的吵架原由。原来丈夫常年在外经商，妻子在家照顾老人和
孩子，时间久了，妻子认为丈夫在外“潇洒”，对家里事情不闻不问，丈
夫则认为妻子“移情别恋”。

吴伟见找来心理咨询师对夫妻俩进行心理疏导，同时以情入手，
让双方意识到夫妻感情要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作为妻子，要
理解丈夫在外赚钱的辛苦，作为丈夫，要关心家庭，多与妻子电话沟
通。一旦婚姻破裂、家庭离散，苦的是无辜的孩子。”在吴伟见的劝说
下，这对夫妻认识到各自的任性，承诺在今后的生活中会相互体谅扶
持，共同经营好家。

群众调解开出“疏心药”
“如果把派出所比作化解矛盾的医院，我们调解室就是门诊，吴

伟见就是化解矛盾的医生。”
今年3月初，珠岙派出所深入辖区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活

动，排查出一起时间长达五六年之久的矛盾纠纷，大家都认为这是一
块难啃的“硬骨头”。

2016年底，辖区石马村村民郑才涛与郑成业（均为化名）在村口
发生口角引起打架，结下怨仇。今年初，郑才涛负责的村集体修建项
目的土石方不慎滚落到郑成业家的祖坟，导致通往坟地的道路被挡。
郑成业认为郑才涛此举是赤裸裸的挑衅，于是怒气冲冲地跑去理论，
两人的矛盾进一步升级。

如何寻得化解之法呢？考虑到双方积怨已久，吴伟见心想只有找
准5年前矛盾产生的根源，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

吴伟见和责任区民警多次到村中走访调查，了解当年两人吵架
的经过，并多次到双方家中谈心。终于吴伟见找到“病根”，原来双方
都对当年对方的语言侮辱耿耿于怀，谁都不肯先低头。

吴伟见决定为郑才涛和郑成业开出“疏心药”。他找来村干部、司
法员、法官、律师、人大代表，一起对案件进行调解。

“是啊，其实我们双方都错了，但都想要对方先道歉，一口气憋在
心里，谁都不好受。”双方终于敞开心来交流。

在吴伟见和其他人员的协作下，经过1个多月的努力，这起矛盾
纠纷得到彻底化解。

矛盾难解开出“土方药”
“百姓百性百条心”，调解工作费时费力。吴伟见给矛盾双方开出

“土方药”，再难的矛盾纠纷他都能成功调解。他常说：“民间矛盾纠纷
化解，光讲法律不行，人家听不进去的，农村的调解还是‘土方药’管用。”

吴伟见虽然不是珠岙人，但是在参加公安工作20余年的时间里，
他有很长时间都在珠岙。在调解中，他利用珠岙本地的“乡情、乡音、
乡意”开展工作。遇到调解难度大、涉及多方利益关系的案事件，吴伟
见邀请镇综治办、司法员、法官、律师、两代表一委员及有威望的村干
部进行“会诊”，制定调解方案，通过以案说理、以理明事、以理服人，
帮助矛盾双方认清责任归属。

珠岙镇作为三门老工业基地，橡胶产业发达，一些橡胶厂用工需
求大，招收的外来员工占比也大。近年来，本地人与外来务工人员的
矛盾纠纷时有发生，遇到这些矛盾时，吴伟见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帮理不帮亲，这也使他在每次调解工作中腰杆硬，当事人信服。

在韵达上班的贵州籍员工严某租住在辖区溪下村，严某隔壁的
俞阿婆在家附近开垦了一块地，种了些大蒜、辣椒、姜等蔬菜。一天严
某招呼老乡付某来家中做客，炒菜时发现烧鱼要用的辣椒不够了，想
着再去街上买费时费力，就让付某去阿婆地里摘辣椒。由于严某没有
向付某说清楚菜园是阿婆的，付某以为是严某自己种的，一口气摘了
很多辣椒，正好被阿婆瞧见。阿婆不会说普通话，而付某的普通话阿
婆也听不懂，双方吵了起来，阿婆报了警。

在调解现场，老吴又当调解员又当翻译，最终付某、严某向阿婆
道歉，阿婆也不再追究。

别看吴伟见调解矛盾得心应手，其实一开始他也碰上许多难题，
也有快要“挠破脑袋”的时候。调解时遇到涉及知识盲区的法律层面
问题，他第一时间向所内民警请教，做好笔记。“做群众工作没有捷径
可走，就是要多花心思多沟通，真正了解群众需要我们帮助解决的问
题是什么。”今年以来，吴伟见靠这三副“药”，成功化解了10多起可能
激化为刑事案件的纠纷。

“吴老娘舅”
手里的“三副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