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爆款”玩具藏危险
为何屡禁不止
记者多方调查，探究背后原因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加强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管
理有关事项发布公告，然而，市场上却依然有危险玩具流通。那么，这些危险玩具
为何屡禁不止呢？近日，记者走访拉萨市各中、小学校门口商铺，采访了部分商家、
学生以及家长，看看他们对此有何看法。 文/图 记者 次吉 旦增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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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水晶泥”玩具，有网友称“这东西属于三
无产品，原料有毒，有孩子中毒进医院”。而另一款
玩具枪与“牙签弩”“指尖陀螺”等玩具，均有网友称
具有很高的安全风险。

孩子不懂事，只顾好玩，所以需要家长来把
关。走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大部分学生在学校、家
长与相关部门的宣传下，能清晰认识到此类玩具隐
含的风险，但是也有部分学生、家长并未意识到
危险。部分商家表示，危险玩具并未售卖给学生，
但是否真的只售卖给大人，就不得而知。

2016年1月1日起，我国开始实施《玩具安全》系

列国标，对玩具生产厂商提出了要求和技术规范。
但是，因成本低、利润高，很多商家还是会售卖，也有
一些不良商家通过小作坊擅自非法生产玩具。相关
部门需要对可能给孩子造成伤害的玩具纳入监管，
加强对玩具生产、流通环节的抽检，批发市场的管理
部门做出相关提示。同时，要加强对学校周边环境
进行整治，减少孩子接触危险玩具的机会。也提醒
家长，在工作忙碌时可以让玩具陪伴孩子，但不要用
玩具“打发”孩子，这样会让孩子觉得孤单。对孩子
来说，最好的“玩具”，是父母的专心陪伴。

商家要赚钱家长想宠娃
仍有学生购买危险玩具1

能轻松刺穿硬纸壳的“刀剑”，
仿制游戏道具的尖锐“兵器”，塑料
制作的萝卜刀……学校附近的商
铺、小区周边的超市都有很多玩具
售卖，但一些商家销售的玩具却令
人担忧，看似寻常的玩具店“爆款”，
已经成为威胁学生安全健康的巨大
隐患。因此，相关部门发布公告，禁
止学生携带不符合产品质量安全标
准、易引起暴力等不良行为倾向的
儿童和学生用品进入校园。

3月13日，记者走访拉萨市多个
中小学发现，仍有部分商铺在售卖危
险玩具。在拉萨某小学对面的商铺
里，记者发现店内有一种铁质小刀，
根据刀身长短不同价格不一。记者
购买了一把最小的铁质小刀，发现刀
尖锋利，能轻易将苹果刺穿。

“这些货都是之前卖剩下的，
校警检查时给我说过禁止售卖此
类玩具给学生，但是除了学生，很
多年轻人也喜欢，我现在都是将这
些玩具放在货架高处，不卖给学
生，但是我不会完全处理掉，毕竟
我也要生活。”该商铺老板说。

危险玩具迎合了孩子们追求刺
激的心理，满足了好奇心，虽然被禁
止，但是依然很受孩子欢迎。“我的玩
具都是放在家里，老师说过有些玩具
很危险，但是我平时就是自己在家
玩，我也很注意，没出过什么事。”来
自拉萨市实验小学的一名学生说。
萝卜刀、玩具枪……对于独生子的
他来说，这些玩具样样不少。“孩子想
要也没有办法，只能让他玩的时候注
意点。”该学生的母亲说。

小区周边超市售危险玩具
家长希望相关部门进行检查2

家住拉萨市城关区城关花园C
区的德吉有个7岁的儿子。她告诉
记者，“看谁不爽就刀一下！”这是近
几年在校园内非常“火”的玩具“萝
卜刀”的广告宣传语，其宣传语内就
存在不良暗示。学校在家长群里通
知不能带危险玩具进校园，家长会
时也做了此类提醒，所以家里人都
很注意，不会给孩子购买此类危险
玩具。

“学校禁止携带危险玩具，学校
周边商铺也未售卖危险玩具，所以我
一直很放心，可是没想到小区周边的
超市也在售卖这些玩具。”德吉说，

“商家会将这些玩具放在货架底层，
家长有时候看不到，但是孩子一眼就
能看到。这些玩具对孩子诱惑很大，

我儿子知道我不会给他买，所以每次
都是趁我不在让老人给他买。”

德吉表示，每次在网络上看到
玩具伤人的新闻，都觉得很痛心，有
些玩具是真的很危险。孩子还小，
没有自控力，这些危险玩具就应该
禁止，希望相关部门也能查查小区
周边的超市、商铺。

对于禁止危险玩具的事情，小
学生白玛很支持。她表示，日常同
学之间玩耍时偶尔会控制不好力
道，如果此时拿着那些危险玩具很
容易受伤。“我觉得大人玩这些可能
没什么，因为可以控制自己，但是小
孩子玩就会很危险。我妈妈会耐心
告诉我哪类玩具有问题，不能玩。”
白玛说。

相关部门开展巡查工作
周边商铺表示支持配合3

为强化对学校周边环境的整治，今年3月份开
学前，拉萨市各级属地公安机关积极组织辖区派出
所，校园警务室、周边便民警务站工作人员在学校
周边巡查开展危险玩具、文具专项排查整治行动，
严查“牙签弩”、“萝卜刀”等产品，以及不符合安全
标准规范的指尖陀螺、手账刀等产品。

记者在拉萨市第八中学和拉萨市实验小学周围
走访时发现，小卖部门口用红纸黄字张贴着醒目的

“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的标语，在店铺内均未发现
萝卜刀、指尖小刀等危险玩具。“学校、校警和家长们
都觉得这些玩具危险，我自己也有小孩，所以能理
解，孩子的安全是最重要的，我们应该积极配合。”在
拉萨市第八中学门口经营商铺的一位老板说。

在拉萨市第八中学担任校警的强巴格桑介绍，
学校周围最容易出现误导学生的东西，比如烟、酒、
危险玩具、不良刊物和一些垃圾食品等，每次巡查
时，他们都会再三叮嘱商家不要进“毒”玩具、“毒”
零食，一旦发现会严肃查处。

“我们学校周边有两个商家和两个书店，日常，
我们会以学校为中心，在500米范围内经常性开展
巡查工作，周边的商家也非常配合。我们也会走进
校园通过发放图文资料、宣传讲解，让学生正确识
别、自觉拒绝危险性玩具，并提醒家长认真履行监
护责任，引导孩子选择适合年龄阶段、有益身心健
康的玩具用品。”强巴格桑说。

电商网站安全提示不到位
部分商家称没有注意事项4

电商网站是危险玩具流通的主要渠道。购物
网站中的商品数以亿计，虽然目前有通过系统自动
识别、屏蔽关键词、人工排查等方式进行监管，但是
监管难度依然很大，商家通过各种方式，很容易钻
了监管的空子。记者在某购物网站上输入“萝卜
刀”进行搜索，发现销量最高的已有5000+，页面一
行小字显示适用年龄为14岁以上，类别为发泄玩
具。当记者询问商家，10岁的孩子是否可以玩此款
玩具、有何注意事项时，商家表示10岁可以玩，不需
要注意什么。

记者还在其他网络平台搜索了指尖陀螺、玩具
枪等玩具，“适用年龄”、消费提醒等文字并不明显，
导致很多消费者在购买时稍不留神，就会忽视这一
安全风险，而部分玩具上甚至连提示都没有。“我宝
宝今年3岁，那天我带她去办公室，同事问她要什
么玩具，带她去买，她竟然说要萝卜刀和枪，我真的

很震惊，后面才知道是我上小学的侄子玩，被她看
到了，侄子自己就被玩具刀割过手，我哥回去就把
侄子的玩具都没收了。”市民曲珍说。

拉萨某小学教师次桑（化名）告诉记者，每次学
校开学前都会提醒家长，不要给孩子购买危险玩
具，学校周边的小商铺也在相关部门的巡查下，不
再售卖此类玩具。“我们管理还是比较严的，但是有
一些孩子不知道从哪儿买的，还是会带，这种情况
我们一般都是直接没收，然后联系家长进行处理。”
次桑说。

次桑表示，商家应该向消费者提供详细的产
品说明，并引导消费者正确使用产品。广大家长
在购买儿童玩具时也应尽量选择正规的消费场
所，并留心产品适用年龄，仔细查看相关介绍、标
签，拿到玩具先查看有无安全隐患，避免出现安
全事故。

记者手记

民警巡查学校周边商铺民警巡查学校周边商铺。。

民警巡查学校周边商铺。

萝卜刀萝卜刀。。

一家商铺货架一家商铺货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