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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批次产品标识不合格

据宁波市纤维检验所工作人员介绍，按照标准
规定，产品用了什么材料是要明示的，如果明示内容
和检测结果不一致或者有差异，就可判定为不合格。

一般来说，一些大型企业的质量把关还是比较
严格的。采购的每一批面料，都会进行纤维含量检
测，以确定其成分。但本次抽检发现了2批次纤维含
量不合格产品，一批次男式潮裤的复合面料面布明
示棉含量为63.7%，实际检测含量仅为41.7%，大大
超出±5%的标准规定；一批次衬衫上的配料明示纤
维为锦纶100%，而实测成分为棉98.4%氨纶1.6%。

另外还发现，有两家生产企业使用说明（标识）
标注不规范、标注内容缺少、吊牌与耐久性标签不一
致等情况。

衣服好不好标签很重要

近日，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了几位市民对于衣
服标签的看法。在采访中，大部分受访者表示，他们
到实体店购衣时，都会看吊牌和标签，不过，作用仅
限于来看看衣服卖多少钱以及衣服的尺码。“最多再
看看材质，比如大衣是不是羊毛的，羽绒服含绒量有
多少。”白领王小姐说。

“衣服的标签是衣服的身份证，有很多信息在上
面。”宁波市纤维检验所工作人员说。国家相关法规
明确规定了纺织品和服装需要有完整的标识——产
品使用说明（外挂牌）和耐久性标签（水洗唛），完整
的标识需标注8项内容：制造者的名称和地址；产品

名称；产品号型或规格；纤维的成分及含量；维护方
法；执行的产品标准；安全类别；使用和贮藏注意事
项。其中耐久性标签必须标注号型或规格、纤维的
成分及含量、维护方法3项内容。耐久性标签缝制在
产品适宜位置且永久性地附在产品上，上装一般缝
在左摆缝中下部；下装缝在腰头里子下沿或左边裙
侧缝、裤侧缝上；床上用品、毛巾、围巾等制品可缝在
产品的边角上；布匹、绒线、袜子、手套等产品因耐久
性标签影响产品的使用，可不采用。

洗涤标识须按照洗涤、晾晒、熨烫等顺序标注。
如果衣服吊牌上没有洗涤说明，或是洗涤说明顺序
标注不正确，很有可能是因为生产厂家不正规，建议
不要购买。

有异味的衣服要慎买

宁波市纤维检验所工作人员表示，除了吊牌和
标签外，还可以通过衣服的其他指标来判定其好坏。

有些剁手族会发现在网上购买的一些服装有时
候会有很大的味道。据介绍，服装上的气味主要来
源于面料生产过程（包括面料前处理、染色、印花以
及之后的整理）、服装加工过程中的污染、储存不当
等。消费者可以通过气味类型来辨别气味的来源：
衣服带有较浓的酸味可能就是染色布及印花布的问
题，涂料印花织物则可能会残留一些煤油的气味，而
闻到鱼腥味的衣服肯定是经树脂整理过的纺织品，
也有一些化学物质的味道是不容易辨别的怪味。衣
服在仓库里保管不当只可能有一些霉味，如果有其
他气味，究其原因应该是染、整方面有缺陷。

记者 朱锦华耐久性标签。

标识标志，被忽略的服装“身份证”

衣服质量好不好 看标签就知道？
买来的衣服好不好，多数人的评价标准是靠

经验，或者看品牌，摸一摸材质，看一看颜色，也许
就能知道个大概。但很多人往往会忽略了标签，
其实一件衣服好不好，标签往往很能说明问题。

宁波每年都有服装企业因标识标志问题，在
监督抽查中被判为质量不合格。近日，宁波市质
量技术监督局对纺织服装产品的标识标志进行了
监督抽查，36批次产品中，有4批次不合格，受
检产品批次合格率为88.9%。

“11月25日，长春光华学院商学院辅导员
结婚，班委等一系列稍微有点官职的同学都给
辅导员发了五百元钱的红包，很多人本意都不
想发或者发这么多的，对于一部分学生来说那
可是半个月的生活费啊。有的同学甚至借钱给
辅导员发这五百元……”11月27日，一位网友
在微博上爆出这则信息，迅速引来网友围观和
议论。一时间，“大学辅导员结婚收红包”一事
被炒得沸沸扬扬。 11月29日《新文化报》

老师结婚不能收学生红包应是师德底线，
一旦收取，对师生关系、老师与学校形象的负面
影响都不容低估。

保健品营销现场气氛热烈。几百位老头老太太
坐在那里，欢呼着鼓掌，只有郝如翔一个人偷偷垂下
手，把手机藏在袖子里，打开了摄像头。听了两天的
产品宣传，第三天，11月16日早上6时左右，郝如翔
领着山西省朔州市工商局、公安局、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三个部门，共80多名执法人员，突击检查了位
于朔州龙凤酒店的营销场地。这时，那位“专家”才
知道，台下坐的郝如翔是朔州工商局副局长。

11月29日《中国青年报》

保健品乱象成为社会转型期的一种社会病。
对此，各地监管部门都加大了打击力度。但那些保
健产品售卖者大打礼品牌、感情牌、专家牌和团队
牌，还和工商部门打时间差，加上被洗脑的老人也
不配合，证据难找，经常让工作人员徒呼奈何。

卧底局长既可以“微服私访”，深入现场，从容
掌握第一手虚假宣传的证据，还可以现身说法，巧
妙利用老人聚集的场所，让真正的专家上台科普，
让他们别再受骗。同时，局长卧底的消息传开，会
对那些保健产品虚假售卖者起到震慑作用，不少网

点关门歇业，会增强保健品推销的自我约束，减少民
众受骗的机会，这也是卧底局长成为网红的原因，是
公众对其脚踏实地工作态度的赞许。

然而，局长卧底能否形成长效机制，却要打个
问号。这是因为，卧底局长毕竟作用有限：局长走
红后，成了熟面孔，再想卧底已不可能，“卧底生涯”
宣告结束，而能够卧底的老年工作人员毕竟是少
数；卧底方法传开之后，保健品推销者也提高了警
惕，况且，有的店前阵子关停了，后来又偷偷开了
门，还有的转往外地，继续“营业”。显然，靠几个领
导或卧底去把控保健品安全问题是治不了本的。

遏制保健品乱象迫在眉睫，我们既希望卧底局长
越来越多，给恪守职责、勇于尝试的监管部门以掌声，
更希望将打击、治理与日常监管工作规范化、制度
化。打击假冒伪劣、维护消费者权益是一项繁复艰巨
的长期工作，职能部门要健全、完善食品药品保健品
管理标准，加大查处力度，严格追责制度，加强职能部
门和地区之间的执法联动，完善黑名单和行业退出制
度。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保健品、虚假广告产业链，避
免消费者尤其是老人们上当受骗，丢财伤心。

给卧底局长的掌声与问号
斯涵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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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声音”
不妨多些柔声细语
杨玉龙

最近，北京地铁4号线、大兴线、14号线
和16号线列车上，“请勿倚靠安全门”“奉上级
指示”等说教式的地铁安全提示语退出，上岗
的是“一个宽广的肩膀，或许可以让您卸下生
活的疲惫；一时放松的依靠，或许可以让您得
到片刻的舒缓，但安全门不是爱人的肩膀，而
是保护我们的移动屏障”等5段温馨散文式的
提示。

11月28日《北京日报》

相比于硬邦邦的说教，这些柔声细语更接
地气，也更有人情味儿。前者明显带着“命令”
的口气。如此“说教”虽是好心，也会令人反
感。同时，一成不变的语调和提示语，也容易
让人产生听觉疲劳。通过变换语气方式，在增
添新鲜感的同时，也更容易引起乘客的注意，
倘若在内容上再加入故事性元素，无疑更能起
到良好的宣传作用。

可以说，“地铁声音”出现柔声细语，彰显
的是服务精细化。事实上，乘坐地铁，乘客关
注的不仅仅是安全，更在乎的是服务的人性
化。这就需要地铁运营管理者，在“心贴心”的
细节服务上多下工夫。在提示语方面，不仅要
有“禁止跳下站台”这样的“硬话”，也应该多一
些贴人心、有人气的“软语”。

同时，这样的柔声细语也给其他服务单
位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一方面对服务用语
进行必要的规范，比如少说“不”等；另一方面
在细节上也应精益求精，用人们乐于接受的
语言和语气进行相关提示。当然，对于被服
务者而言，应该听得进这些提示语，并按照相
关提示操作，否则只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伤
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