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漾濞县艾拉河矿电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329227704541483）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昆明明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胡顺学
（车牌号：云AT0095）遗失安全保证
金收据，收据号：1174078，登报作废。

丽江眺旅美宿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702MA
EOW5GF53）遗失公章，登报作废。

官渡区马惠生诊所遗失诊所备案凭
证（备案编号：PDY71143-5530111
17D2112），地址：官渡区小板桥街
道办事处羊甫社区大羊甫第二居民
组大羊甫村128号一楼，登报作废。

昆明灵成达演出器材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301022
000119，登报作废。

昆明奥宇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301127670640345），登报
作废。

聂世林不慎遗失由昆明富华置业有
限责任公司开具的景星花鸟珠宝世
界一层铺面合同押金收据3张，分
别为：1-A-12号，金额：2000元，收
据号：5975704；1-A-20号，金额：
2000元，收据号：5975705；1-A-27
号，金额：2000元，收据号：5975706。
以上票据登报作废。

汤皙俊遗失滇池湖岸花园2-6地块
34幢2单元601室维修基金收据，
金额：11364.3元，现声明作废。

昆明景兴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遗失预
留在富滇银行昆明东川支行（账号：
942011010000288739）的公章一枚，
登报作废。

声 明
宜良远东鑫岸矿业有限公司遗

失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探矿权人：
宜良远东鑫岸矿业有限公司，勘查
项目名称：云南省宜良县草甸磷矿
详查，勘探证号：T53420091103036
345，有效期限：2014年4月16日至
2016年4月16日，特此声明。

宜良远东鑫岸矿业有限公司
2025年6月12日

丽江市古城区安心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单位专用章（编号：53070020
09390）、财务专用章（编号：5307002
009391）、法人章（法人姓名：秦重
斌）共3枚章，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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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民工工资结清的公示
我单位承建的云南民族文化宫

装修和陈列布展项目（一标段）已完
工验收合格，工资已全部发放完毕，
现拟与云南鼎普群益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解除担保协议，申请返还担保保
证金，如还没有领取工资或对工资发
放有争议的农民工，请于本公示见报
之日起30日内到云南骏宇国际文化
博览股份有限公司领取或协商，地址：
昆明市官渡区和平村和平南路和平园
B幢壹单元203号，联系人：吴孟，联系
电话：0871-65881538。如对工资发
放有争议的也可向昆明市西山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投诉，地址：昆
明市西山区茭菱路668号，投诉电
话：0871-68046911。

昆明市五华区范氏水果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30102MA6P0YLR81，发证日
期：2020年6月30日，登报作废。

不能让网红“毒玩具”总跑到监管前头
□ 李英锋

“苏超”“村超”惹谁了？辟谣后还应追责
□ 新华社记者 李丽 郑明鸿

[体育时评]

[读者来论]

“得癌了，近期都不会更新捏捏了。”

近日，解压玩具博主“有只猫叫小朋友”

在社交平台宣布罹患癌症并暂停更新

视频，虽未透露患病原因，但其患病的

消息迅速引发了网友和捏捏同好圈热

议，“网红捏捏越玩越危险”的话题冲上

热搜榜。除捏捏外，记者近日通过调查

市面上的多种流行玩具，例如流麻、徽

章、盲盒手办等，发现其在一定程度上存

在健康隐患。（6月11日《法治日报》）
这已不是网红玩具第一次因健康隐

患问题引发公众关注。从捏捏玩具到盲

盒手办，从亚克力徽章到流麻玩具，这些

打着“解压”“潮流”旗号的网红玩具，一次

次被曝出甲醛超标、重金属超标、塑化剂

超标等问题，一次次引发消费者健康受损

的案例，又一次次在舆论风波后继续大行

其道，折射出玩具监管的滞后与乏力。

网红“毒玩具”会损害青少年的身体

健康，易导致过敏、呼吸道疾病甚至血液

系统疾病，也可能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

康，使其形成不健康的依赖和消费习

惯。当一位位博主因健康问题宣布退

圈，当一个个孩子因接触“毒玩具”出现

不良反应，我们不禁要问：为何这些明显

存在安全隐患的产品能够长期在市场上

流通？为何监管总是跑到问题后面？

究其原因，标准滞后、监管不到位是

首要问题。我国现行玩具安全标准主要

针对传统玩具设计，对捏捏等新型网红玩

具的特殊材质和工艺缺乏针对性规定，对

甲醛、挥发性有机物等有害物质的限量要

求存在空白。这种标准上的“时间差”，给

了不良商家可乘之机。同时，检测范围有

限、强制检测项目不足，也让一些有害物

质得以“合法”存在于玩具之中。

校园周边小卖部成为“三无”玩具重

灾区，电商平台上网红玩具鱼龙混杂，小

作坊生产的劣质产品肆意流通，这些都

折射出监管的盲区和短板。线下市场监

管力量不足，线上平台审核把关不严，生

产源头管控不力，形成了监管链条上的

断裂带。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商家利

用“网红”“潮玩”的噱头，刻意模糊产品

属性，逃避玩具类产品的严监管。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治理

网红“毒玩具”，得先完善监管标准。相

关部门应当加快对新型玩具标准的制

定、修订和升级，将甲醛、挥发性有机物

等有害物质纳入强制性检测范围；应当

建立动态更新机制，及时将市场上出现

的新材料、新工艺纳入监管视野；应当加

强与国际标准的对接，借鉴先进经验，提

升我国玩具安全水平。

在此基础上，市场监管部门既要“长

牙齿”，又要“亮眼睛”，应加大对玩具生

产、流通环节的监管力度，用好用足抽检

措施，提升线上线下抽检覆盖率，监督有

资质的企业严格按标准生产，端掉黑窝

点、黑作坊、黑工厂。对生产销售不合格

玩具的企业、商家，该处罚处罚，该责改

责改，该曝光曝光，倒逼其增强自律意识

和底线意识，规范生产经营行为。

同时，应压实电商平台的管理责

任。平台应建立更加严格的核查准入机

制，加强对玩具类商品的监管，要求入驻

商家履行进货查验义务，并向消费者提

供经营资质、检测报告等信息；发现问题

玩具，及时采取下架、发布消费警示、取

消推荐、封限账号、拉黑等措施，并报告

监管部门。

面对五花八门的网红玩具，消费者

也应提高警惕，不盲目追求新奇刺激。

在选择过程中学会辨别，选择正规渠道、

有质量保证的产品。如买到问题玩具，

通过打差评、投诉举报或起诉等方式积

极维权，向企业和商家传递反制监督的

压力。

不能让玩具变成健康的“隐形杀

手”，不能让网红“毒玩具”总是跑到监管

前面。相关各方应不断凝聚共识，共担

责任，形成合力，构建全方位的防护网，

为消费者营造更加健康、安全、放心的玩

具消费环境。

“足协搅黄了‘村超’，又要去指导

‘苏超’？”近段时间，几则毫无根据的谣

言在网络平台流传，还获得不小关注度，

逼得“村超”“苏超”先后辟谣。

球在场上踢，谣言全网传。这些信

口雌黄的谣言为何会“凭空出世”？细究

起来，逻辑也很简单。一些博主要一竿

子打翻“苏超”“村超”和足协，目的很明

确，动机不复杂——流量，还是流量。

近段时间，“苏超”火成全网“顶

流”，“村超”则火得更早。至于足协，由

于国足刚刚无缘美加墨世界杯，广大球

迷的爱之深、责之切也可想而知。在造

谣者看来，这三者就是流量密码。炮制

一则假消息，把三个热点扯在一起，利

用国足出局后部分网友的失望情绪进

一步煽风点火，一个绝好的博眼球“爆

款”就出炉了。

这其中，受伤最深的当数“村超”。

自爆火以来，“村超”一直在按自身计划

稳步推进，近期休战一周是为了不影响

高考。但类似“难怪‘村超’没动静了！”

的大量跟风评论，不仅误导公众，影响到

“村超”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破坏了好

不容易营造起的乡村足球氛围。

尤其对一直以“村超”为荣、为“村

超”无私付出的当地干部群众来说，感情

上受到极大伤害、积极性也严重受挫。

“苏超”同样“躺枪”。“村超”“苏超”

接续火爆，本是好事。多彩贵州的村寨

联欢和江苏十三城的捉对厮杀，各有各

的火法。但无论是前者的村味农趣、民

族风情，还是后者的历史典故、玩梗大

战，都深深扎根于当地人文底蕴中，都踢

出了文体搭台、经济唱戏的“好球”。

中国足球和中国社会，需要更多接

地气、聚人气、扬文气的民间“超”字辈。

但原本各美其美的草根球赛双璧，却因

几则谣言被硬拉着比较，部分言论甚至

有拉踩之嫌，也是无妄之灾。

网络谣言层出不穷，公众苦其久

矣。需要再次强调，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广大网民也有责任不信谣、不传谣。此

前，两名网友自编自演、虚构“偷窃两根

小米辣被拘”的情节并传播，目前已被警

方依法处理。

截至记者发稿，尽管“村超”“苏

超”已相继辟谣，但相关谣言仍在若干

平台传播。在此类事件中，网络平台

和相关部门都不可作壁上观，谣言该

撤要撤，责任该追要追，不能让网络造

谣“零成本”。

中考临近，一则“中考突击班”的广告

出现在河北省保定市的多个小区电梯

内。其中，“保底提高50分以上”和“30

万元签约价”两项内容，吸引了部分初三

学生家长的眼球。而自称“XX特训营”

创办人的陈某却只有高中学历，约10年

前开始做高端一对一教育服务，目前带了

200多个孩子。（6月11日《中国青年报》）

点评：中考成绩受考场发挥、

试题内容、应试心态等多方面因

素影响，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就

连熟悉学生情况的老师都无法

“打包票”，又岂能听信“江湖导

师”的保证？家长和考生要保持

理性，切勿“病急乱投医”。

——任冠青

“天价”中考突击班
[新闻漫评]

王成喜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