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图 本报记者 姚晓晓
临近中秋佳节，月饼热销，月饼包装

情况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曾经部分
月饼的包装“里三层外三层”，被消费者
吐槽。为遏制这一现象，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
了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
求 食品和化妆品》。该标准于今年9月1
日实施，对限制食品和化妆品过度包装提
出明确要求。

9月13日，记者走访我市各大商超发
现，新国标正式实施后，月饼包装“瘦
身”了。市场上的月饼礼盒大多褪去豪华
外衣，改为轻装上阵，价格也亲民了不
少。

在辽河路一大型超市，记者一进大
门，就看到各式各样的月饼礼盒摆放在货
架上。“这些都是新推出的月饼礼盒，送

人和自己吃都挺实惠的。”看到记者在货
架前停留，超市销售人员热情地说。

记者看到，这些月饼礼盒多为纸盒、
铁盒包装，每个礼盒内装有8个到16个
月饼不等，美观大方，颜色以红色、金色
等喜庆的色调为主，价格从几十元到三百

多元不等。
当记者表示想看一下月饼礼盒内部包

装时，销售人员随机打开一个礼盒向记者
介绍：“现在的月饼摆放得都很紧凑，包
装也大多是两层，不像以前那样一大盒装
不了几块月饼，今年月饼包装普遍实惠、

简约。”
该销售人员说，和以前相比，今年商

家推出了更多平价的月饼礼盒，消费者可
根据自身需求选购。从目前情况来看，
100元左右的月饼礼盒销量不错。

月饼礼盒“瘦身”的同时，记者发现
简装月饼占据了食品区的显著位置。

在人民路一家超市，五仁、蛋黄、莲
蓉、枣泥、豆沙等各种口味的月饼排列整
齐，包装都是透明塑料盒或者简装纸盒，
每盒装有4个或6个月饼，价格大多不超
过20元。

“买月饼就是想让家人品尝品尝，简
装月饼的价格更实惠。”正在挑选月饼的
吴女士说。

此外，市区各大超市还设置了散装月
饼区，无论消费者购买几个月饼都可以，
每斤价格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

采访中，许多市民认为，过度包装的
月饼往往价格很高，不仅会让人盲目攀
比，还会造成资源浪费。对大众而言，月
饼的味道和品质比包装更重要。

“今年月饼上市后，我在市区转了好
几家店，感觉月饼包装‘瘦身’还是很
明显的，一般都是用纸盒包装，价格也
不贵，性价比更高了。”市民李晓东说。

食品包装新国标实施——

月饼包装普遍“瘦身”

辽河路一超市内的散装月饼辽河路一超市内的散装月饼。。

太行北巷与太行山南路交叉口向东约120米
路南，井盖缺失。

燕山路与洋河路交叉口向北约 120 米路东，
道边石移位。

燕山路与龙江东路交叉口向南约 30 米路
西，井盖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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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河路与井冈山北路交叉口向西约40米路
北，排水管道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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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杨 旭
在舞阳县侯集镇线郭村，冯暖的事迹

感动了很多人。她长期照顾患病丈夫和大
伯的善行，在十里八村传为佳话。

9月9日，记者见到冯暖时，她正在
屋外择菜，她的丈夫郭结实和大伯在树下
乘凉，两个孙女在一旁玩耍，一家人其乐
融融。

冯暖今年65岁。40多年前，她和郭
结实步入婚姻殿堂。结婚没多久，丈夫就
提出了一个在常人看来有些唐突的请求：
带着他的大伯郭绍锋一起生活。

原来，郭绍锋一生未婚，无儿无女，
从小看着郭结实长大，两人感情颇深。婚
后，郭结实担心大伯无人照料，便向妻子
提出了这样的请求。

郭结实原本以为妻子要考虑一段时
间，没想到冯暖当时就应允了。

“嫁给了他，他的家人也就是我的家
人了。”冯暖说。

婚后，冯暖夫妻俩生了两个儿子，靠
种地和打零工维持生计。尽管生活不富
裕，但一家人过得很踏实。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2003年秋，郭结实突然患病，生活逐渐
不能自理。

上有老下有小……困境中，冯暖没有
放弃，照顾好老人、孩子的同时，带着丈
夫四处寻医。其间，由于治病花销巨大，
郭结实多次想放弃治疗，一度产生轻生念

头。为此，冯暖经常宽慰丈夫，鼓励丈
夫。在妻子的悉心照顾下，2008年，郭
结实终于战胜了病魔。看到丈夫5年都没
露出过的笑脸，冯暖觉得一切都是值得
的。

说起坚持下来的动力，冯暖表示，因
为在她心中，家庭永远排在第一位。另

外，冯暖说，她自己曾因脑血管疾病6年
无法劳动，丈夫对她不离不弃。“他生病
了，我也要挑起重担。”冯暖说。

如今，冯暖的两个儿子都已成家立
业。经过多年拼搏，一家人还清了治病
欠下的数万元债务，还盖了新房。冯暖
一如既往地照顾着郭绍锋老人的饮食起
居。夏天炎热，冬天屋里阴冷，冯暖担
心老人身体受不了，给老人安了家里的
第一台空调。

销售空调的老板看见冯暖不舍得给自
己装空调，先给老人装空调，满是敬佩，
逢人便说“线郭村出了个好媳妇”。

2018年，郭绍锋的身体状况不好，
越发需要人照顾。冯暖总是耐心地喂吃喂
喝，换衣擦身，端屎端尿，还专门买了一
套工具，为老人剃须理发。尽管烦琐，但
冯暖从未抱怨过。更令人欣慰的是，冯暖
的儿子们也很孝顺，为家里添置了家具、
家电。每次外出打工回家，他们都会为家
里的3位老人添置生活用品，还不忘送上
零花钱。

近一年来，郭绍锋因病两次住院，在
冯暖一家人的悉心照料和医务人员的精心
治疗下，才转危为安。冯暖等人的陪伴让
这位94岁的老人得以安享晚年。村民们
告诉记者，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冯暖搀扶老
人散步的身影。

采访时，无论是普通村民还是村干
部，言语中都透露出对冯暖的敬意。

“冯暖的事迹在周边村庄广为传颂。
他们一家为创建和美家庭、构建和谐社会
树立了榜样。”村干部郭晓鹏说。

冯暖：孝老爱亲传佳话

冯暖（右一）和丈夫郭结实带着郭绍锋老人一起生活，一家人其乐融融。

■文/图 本报记者 齐国霞
“今天我们带了40多个健身棒，先

发给70岁以上的老人，以后我们会制作
更多健身棒，在这里健身的所有老人都
会有。”9月9日上午9点，在市区双汇广
场东南角的小广场上，漯河心身平衡养
生操志愿者服务团负责人王慧灵，将十
几个用各色花布制成的健身棒发放到在
这里锻炼的老人手里。

王慧灵把健身棒发放给老人们后，
又教大家如何利用健身棒来锻炼身体。
她向老人们讲解：“健身棒可以敲打四肢
穴位，可以敲打背部穴位，力道以自己
感觉舒服就行。这样可以疏通经络，调
理身体，预防疾病。”

在小广场健身的张秀玲老人高兴地
说：“慧灵是个好闺女啊！她经常义务教
我们养生操，还给我们制作健身棒，太
感谢她啦！”

“其实，这健身棒没花多少钱，是几
个爱心人士利用废物制作而成的。”王慧
灵告诉记者，她在《黄帝内经》一书中
看到健身棒的功能介绍后，觉得这种健

身方法简单易行，很有利于老年人健
身，就萌发了自己动手制作健身棒的想
法。但书中的健身棒所用材料不好找，
她就想到用布包裹住报纸代替。

开始制作时，王慧灵买来布头，裁
剪缝制成长约50厘米的细长布袋，然后
把废旧报纸卷实，装进长布袋，再把布
袋口缝好。这样一个简单的健身棒就制
作好了。“如果里面的报纸受潮或者敲打
碎了，还可以把布袋口拆开，重新装进
报纸还能用。”王慧灵说。

后来，一位朋友听说王慧灵在找布
头制作健身棒，就介绍她认识了几个做
衣服、做被褥的师傅。这几位师傅听说
王慧灵制作健身棒是免费送给老年人健
身用的，就慷慨答应免费供应布头，还
免费帮她加工制作布袋。

王慧灵说：“7月份以来，我们已经
做了 500 个健身棒，全部分发给了老
人。今年，我的目标是制作1000个健身
棒。大家用健身棒锻炼身体反响良好的
话，我还会继续制作，全部免费送给需
要的老年人。”

巧用废物做健身棒 免费送给老人

王慧灵将健身棒发到老人手里王慧灵将健身棒发到老人手里。。

■见习记者 李慧莹
在超市、农贸市场灯光下看

上去新鲜的蔬菜和肉类，消费者
买回家后却发现大不一样。这可
能是你被具有美颜功能的生鲜灯
误导了。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公布《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
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自2023年12月1日起
施行。其中，禁用生鲜灯的相关
规定引发热议。

目前，我市生鲜灯使用情况
如何？9月11日，记者进行了走
访。

不少商家使用生鲜灯

9月11日上午，记者走进太
行山路附近一农贸市场，看到多
个摊位用了生鲜灯。在灯光的照
耀下，肉品颜色鲜艳，显得有光
泽。没用生鲜灯摊位上的肉，看
上去颜色暗淡不少。

记者又走访了几家熟食店，
发现不少店里安装了生鲜灯。

“我们的生鲜灯主要是用来照
明，今天天气不好，所以就开了
灯。”黄河西路一家熟食店的店员
说。

随后，记者走进辽河路一大
型商超。不同于农贸市场、熟食
店使用的散发红光的生鲜灯，这
里使用的是射灯，灯光为淡蓝紫
色，整体观感相对自然。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生鲜
灯”发现，生鲜灯种类很多，有

的店铺部分商品的总销量在6万
台以上。这些生鲜灯的价格大多
在百元以内。有的商家宣称“好
生意都在用生鲜灯”“橙光熟食灯
能增强干货质感、绿白蔬菜灯能
增强蔬果新鲜感”。

市民支持新规定

“年纪大了眼神不好，再被灯
光一迷惑，就更看不清楚了。”市
民李大爷告诉记者，他买肉时曾
被生鲜灯误导过，后来经熟人介
绍，找到一个不用生鲜灯的摊
位，现在已经是那个摊位的常客
了。

市民李女士说，她支持生鲜
灯禁令。这个禁令倒逼商家提升
蔬菜、肉类的新鲜度，有助于消
费者买到更好的食品。

一名接受采访的商家表示，
如果不用生鲜灯，暂时不知道用
什么照明设备，到时候会根据相
关部门的要求进行更换。

在一个电商平台，记者看到
一些商家已下架部分生鲜灯，换
上新型的照明灯。

12月起禁用生鲜灯

《办法》规定：销售生鲜食用
农产品，不得使用对食用农产品
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造成明显
改变的照明等设施，误导消费者
对商品的感官认知。

“新规将于12月1日起施行。
目前，我们正在大力宣传，引导
经营者逐步摒弃生鲜灯。”市市场
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说。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市民，《办
法》施行后，消费者如果发现有
人利用生鲜灯误导消费，可以投
诉举报。市场监管部门接到相关
投诉并查实后，会责令经营者整
改，给予警告，对拒不改正的，
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李慧莹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公布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
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

《办法》 明确要求：销售生
鲜食用农产品时，不得使用对食
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
造成明显改变的照明等设施，误
导消费者对商品的感官认知。

通过调整光线颜色，让食品
看起来更新鲜的灯，被称作生鲜
灯。为提高销量，让商品卖相好
点儿，商家使用生鲜灯可以理
解。但是，有的商家利用生鲜灯
造成视觉差异，制造消费陷阱，
甚至以次充好，误导消费者，就

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此次 《办法》 的出台，是为

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场监
管部门要主动作为，引导经营者
诚信经营，营造良好消费环境，
让消费者安心消费。

全面禁用生鲜灯，要凝聚合
力、久久为功。有关部门应加大
宣传力度，做好新规的宣传和解
释工作。对于食用农产品卖家，
要加强引导，使其注重产品质
量。要教育引导广大消费者，购
买食用农产品不仅要看商品卖
相，还要关注商品质量。要不断
优化消费环境，加强食用农产品
质量的监管，解决过期产品新鲜
卖的问题。

摘掉美颜滤镜
生鲜灯将被禁

要卖相更得要质量

9月12日，市图书馆志愿者到临颍县三家店镇中心学校，为学生送
去700册图书。 本报记者 尹晓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