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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学生家长
卡牌盲盒像赌博，造成沉重经济负担

8月3日，记者在距离渝中区中华路
小学不到50米的一家商店发现了售卖
中的卡牌盲盒，其种类包括《小马宝莉》
《第五人格》《奥特曼》等，多达10余种。

虽然正值暑假，但在记者进店
的5分钟内，就看到有2名小学
生前来购买。

“这个卡现在特别火，班
里面男生女生都在玩，我们
经常在班里互相换卡。”一
位购卡学生熟练地选出两
包卡牌盲盒，付款20元后
当场拆开。

店主称，卡牌盲盒主要
是小学生前来购买，男孩女
孩都有。目前销售最火的是
《小马宝莉》和《第五人格》这
两款，其中《第五人格》即将售
罄。这些卡牌根据稀有程度分为不
同等级，孩子们为了得到稀有卡牌，往
往会一次性购买多个盲盒。

孩子们购买卡牌盲盒，只对稀有的
高卡位感兴趣，拆出来的中卡位、普通卡
位通常随手就扔掉。

店主称，一些高卡位牌，有人甚至花
高价求购，甚至有消息称，一张卡牌在评
级后卖到了21万元。

随后，记者来到沙坪坝的西西弗书
店，看见好几款盲盒卡牌被摆放在“益智
玩具”区域。记者在店内观察了10余分
钟，发现购买这些卡牌盲盒的大多是小
学生和初中生。

为了攒齐稀有卡，孩子们近乎疯狂
地花钱抽卡，家长们对此苦不堪言。

家住九龙坡区的华女士，其儿子今
年上小学五年级，最近把零花钱几乎用
在了“抽卡”上。“盲盒卡牌对孩子的吸引
力过大，像赌博一样，容易导致孩子过度
消费和沉迷其中。”华女士担忧地说，在
儿子的同学中，有的孩子已经为盲盒卡
牌花费了数千元，对家庭经济造成了沉
重负担。

监管部门
盲盒卡牌禁止未成年人单独购买

面对这一社会现象，舆论场上观点
纷呈。一方忧虑，如此沉迷恐将学习之
路抛诸脑后，成长之舟偏离航道；另一方
则认为，此乃个人兴趣所在，只要经济负
担得当，未尝不可。然而，法律的红线不
容忽视，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此类
盲盒消费应有成人陪伴，但现实却往往
背道而驰，商家逐利之下，规则成空谈。

记者走访了我市多个商场和学校附
近的小卖部、文具店，发现盲盒卡牌的销
售异常火爆。然而事实上，无论是哪种
卡牌，包装背后都有明确标注“禁止未成
年人单独购买”“本产品仅适用于15岁
及以上人士”等字样，可当记者提出卡牌
包装盒后面标注的提示时，商家都不以
为意。

而在法规层面，我国对盲盒产品的
规定更为严格：《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
（试行）》（以下简称《指引》）中明确规定，
盲盒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未成年人
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
售盲盒商品，应当依法确认已取得相关
监护人的同意。同时，《指引》鼓励盲盒
经营者自觉承诺不囤货、不炒作、不直接

进入二级市场，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记者将走访了解到的情况，分别向

渝中区市场监管局和沙坪坝区市场监管
局反映。随后，这两个监管部门的执法
人员分别前往记者反映的商店核查情
况，并对商店工作人员和负责人进行普
法宣传。

执法人员还在商店醒目位置张贴
“本店承诺不向未满8周岁未成年人销
售盲盒”“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购买盲
盒商品，须确认已取得相关监护人同意”
等警示标语。两家单位负责人还表示，
将在秋季中小学校开学期间开展专项行
动，对区域内的盲盒经营者进行检查。

教育专家
对青少年开展财经素养教育

卡牌盲盒以其神秘性和刺激性坑害孩
子，能不能找到办法，让孩子们主动避“雷”？

西南大学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副研究
员李健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
在于部分青少年财经素养的缺失，由于
缺乏相关的财经素养教育，一些青少年
往往对金钱的价值、投资的基本原理以
及理财的重要性缺乏了解。

李健表示，学生通常没有实际的工
作经历，难以理解劳动与金钱之间的直
接联系，因此对金钱的价值感知较弱，加
上一些来开盲盒等刺激性的营销行为，
部分学生缺乏判断力很容易被吸引，从
而进行非理性的消费，甚至可能会被不
良商家利用。

李健建议，家长、学校和社会共同努
力，提升青少年的财经素养；学校应当将
财经素养教育纳入学校课程，系统提高
学生的金融知识水平；同时开展财经素
养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有机会体验
真实的金融环境。

同时，家长可以在生活中通过设定合
理的消费规则，与孩子共同制定关于零用
钱使用的规则，并监控孩子的消费行为。
鼓励孩子参与家务劳动或其他形式的劳
动，让他们体会到劳动的价值和成果。

在社会层面，财经素养纳入国民教
育体系已经提上日程，可加快进程，银
行、基金公司等机构可以提供相应的研
学体系，让学生树立正确的财经观念。

据新重庆-重庆日报、央视财经

事故频发
有些月子中心让消费者闹心

“坐月子”指女性产后需要休养30
天至42天进行身体恢复，预防产褥感
染、子宫脱垂等月子病发生。随着人们
认知水平提升，新生代宝妈“悦己”消费
态势凸显，月子中心市场规模快速扩
张，本应省心的休养地却让消费者闹
心。

今年3月，顾先生投诉北方某市月
子中心护理人员。顾先生的宝宝因为
早产患有多种疾病，需要服药，每次剂
量为2.5毫升。但他发现，护理人员喂
服的剂量是正常用药的10倍。据了
解，该月子中心与顾先生签订的母婴护
理服务合同显示，公司名称与其对外宣
传名称不符。在超剂量喂药事件后，双
方就赔偿事宜无法达成共识。

今年4月，西南某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接到消费者投诉，称某月子中心在未
与消费者沟通的情况下，把婴儿室刷漆
装修，隔天就把孩子送进了婴儿室。5
名婴儿相继出现肺炎症状被送往医院。

个别月子中心及相关人员甚至涉
嫌刑事犯罪。2023年11月，陕西省咸
阳市某月子中心护工因心情差将婴儿
拍成脑出血；2023年3月，广州市卫生
健康委通报，某月子中心存在未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使用医疗
器械为产妇提供诊疗服务的行为。

发展迅猛
准入门槛低，无统一行业标准

随着消费者对专业、科学的产后康
养服务需求增加，产后康复行业发展迅
猛。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约有11.8
万家母婴生活护理企业，仅2023年新
注册企业达9958家。月子中心大多开
设在民营医院、酒店或私人住宅内，还
有个别公立妇幼保健院提供产后康养
服务。

沈阳市民丁先生再三考虑，选择妇
幼保健院下设的月子中心。“选这家是
因为孩子遇到什么问题，直接就能有医
生介入。一些月子中心没有常驻的医
生，很难应急。”

某市卫生健康委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主流公立医院提供的是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产后康复在我国具有消费医疗
属性。从性质上而言，月子中心并不是
医疗机构，其经营许可、服务质量都不
属于卫生部门的监管范围。但婴幼儿
多发“小病”，月子中心在实际操作中很
难规避医疗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
四条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主管
全国母婴保健工作，根据不同地区情况
提出分级分类指导原则，并对全国母婴
保健工作实施监督管理。”但法律条款

主要是对医疗保健机构的孕产期保健
服务作出规定，月子中心并不属于医疗
保健机构。

在实际运营中，大部分月子中心涉
及住宿、餐饮、诊疗等多种业务。《公共
场所卫生管理条例》规定，国家法定的
公共场所有7大类，宾馆、饭馆、理发
店、美容店等都包括在内。月子中心并
不属于其中任意一类，无须公共场所卫
生许可，只需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
登记后即可营业。

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指
导处工作人员说，全市各登记机关在为
申请人办理经营主体登记业务时严格
落实“非禁即入”要求，对从事月子中心
的经营主体，经营范围登记为“母婴生
活护理（不含医疗服务）”。业内人士表
示，也有“月子中心”登记为家政服务业
机构的情况。

月子中心的不同服务项目分属不
同的部门监管，对月子中心没有单独的
管理规定。北京中彬律师事务所主任
宋维强表示，我国尚未有明确的法律规
定为月子中心确定统一的行业主管行
政部门，实际运营按照“谁审批，谁监
管”的原则。

2018年9月1日，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
合发布《母婴保健服务场所通用要求》，
从场所人员管理、服务提供、专业技术、
文件和记录、检查与服务质量评价等方
面提出了通用规范。但该文件是推荐
性标准，不具备强制性。

业内建议
监管不留盲区，行业逐步自律

一方面，没有明确任何部门系统管
理，执法无法可依。另一方面，行业涉
及面较广，涉及多部门管理，协同难度
大。因此，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晰权
责部门，是促进产后康复行业发展的重
要举措。

法律人士认为，月子中心作为一个
特殊的服务行业，关系到孕妇和新生儿
的健康与安全，其经营必须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行业标准，需明确主管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与卫生行政部门应加强合
作，加强许可证审批和日常巡查，确保其
合法经营和服务质量；对拟从事诊疗活
动的月子中心，应当申请设立相应类别
的医疗机构，并依法取得《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纳入医疗机构管理范围。

月子中心作为朝阳产业，因行业成
熟度低，需要逐步建立行业自律。业内
人士建议，先引导制定团体标准，由政
府牵头、相关部门参与，推动成立月子
中心等母婴照料机构行业协会，引导行
业协会通过制定规章制度，广泛推行服
务承诺、服务公约、服务规范等方式开
展行业自律，一步步完善标准。

据半月谈

卡牌盲盒
舒心还是糟心？

令人成瘾的游戏规则，转卖稀有卡的高收益，让小小卡牌变得
“可怕”……一段时间以来，卡牌盲盒在小学生中风靡。

连日来，记者走访调查发现，这些卡牌盲盒动辄几十元上百
元，我市也有不少孩子沉迷其中，家长们对此很是苦恼，表示不仅
造成沉重经济负担，还耽误孩子正常学习生活。

月子中心
省心还是闹心？

超数倍剂量给婴幼儿喂药、疑似装修材料释放有害物质
致多名婴儿住院、涉嫌虐待婴儿……由于准入门槛低、监管有
盲区、品牌同质化竞争严重等，以产后康养中心（又称“月子中
心”）为代表的产后康复行业存在乱象。

小学周边的
小卖部，售卖各
种类型的卡牌。

据新重庆-
重庆日报

未成年人
在选购卡牌盲
盒

一 月 子
中心的育婴
室，护理师在
护理新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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