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新闻
2019年5月22日 星期三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08A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向东 版面 / 官雯 校对 / 燕子

孩子获奖本是喜事，然
而幼儿园发的奖状上却赫
然印着补钙广告。近日，四
川省达州市通川区红太阳
幼儿园的宝爸宝妈们，便遭
遇这件烦心事。

5 月 17 日，通川区教育
和科学技术局有关负责人
向记者表示，已将奖状收
回，并对幼儿园负责人诫勉
谈话，经查，园方未收取广
告费；通川区工商质监局有
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
称，该局未接到相关举报或
投诉，正对此事展开调查。

质疑
广告印上幼儿园奖状广告印上幼儿园奖状

该品牌已非首次这么做该品牌已非首次这么做
5月13日，有网友在达州当地论坛发帖

称，当地一所幼儿园利用给孩子的奖状帮企
业打补钙广告，其质疑“孩子们会怎么想？他
们努力的结果就换来一张广告？”

网友提供的图片显示，该奖状颁发日期
为2019年5月10日，落款为通川区红太阳幼
儿园。事由是孩子和家长在该幼儿园举办的

“国学经典诵读”亲子活动中表现突出，被评
为“书香家庭”。

与普通奖状不同的是，奖状底部印有
“迪×”品牌的非处方药广告。有孩子家长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样的奖状不妥，贴到墙
上就像是帮商家做广告。

记者注意到，奖状上除印有“补钙从迪×
开始”的广告语及品牌 LOGO 外，还清晰地
印有该品牌两款钙咀嚼片和一款碳酸钙颗粒
的外包装照片。记者在该品牌官网核对发
现，与其产品包装吻合，其中两款产品分别明
确标明针对“0-3岁宝宝”“3岁以上儿童”，这
些产品均有OTC非处方药标志。

记者搜索发现，该企业在奖状上印广告已
非首次。2012年、2014年、2018年，都有家长在
微博晒出印有该品牌广告的奖状，并提出质
疑。其中，广西南宁一幼儿园2014年颁发的奖
状与此次引发争议的奖状广告内容一模一样。

5月17日，记者多次拨打该企业客服热
线，并向官微发私信询问此事，截至发稿均未
获得回复。

回应
教科局称已没收奖状并将通报批评教科局称已没收奖状并将通报批评
5月17日，达州市通川区教育和科学技

术局有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局
已第一时间赴该幼儿园调查，“现在可以确定
的是，幼儿园没有收受企业的广告费。”

上述负责人向记者表示，该幼儿园是一
所民办幼儿园，该局已对其负责人及管理人员
进行了诫勉谈话，责令其进一步加强法律法规
的学习，并要求其对已颁发的印广告的奖状全
部收回，消除不良影响。“据统计，该园共发出
41张奖状，已收回40张，另有一张遗失。”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该局已要求该
幼儿园做出书面检查，在接下来全区的幼儿
教育会议上，还将对其进行通报批评。“我们
也将以此为契机，在全区幼儿园、中小学等开
展严禁商业广告进校园的宣传教育。”

5月17日，通川区工商质监局商标广告监
督管理股股长刘俊林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该
局未接到相关举报或投诉，将会对此事展开调
查。次日，其向记者表示，调查已开始。

记者获悉，商业广告进校园是教育部明
令禁止的行为，其曾多次发文要求整治。

2018年10月，教育部印发紧急通知，严禁
商业广告、商业活动进入中小学校和幼儿园，要
求各地各校认真排查，严格审批“进校园”活动，
加强校园日常监管，杜绝商业行为侵蚀校园。

今年 2 月，教育部对近期几起商业广告
进校园事件有关情况进行通报，重申坚决杜
绝各类商业广告、商业活动进入校园，“要对
所有进入中小学校、幼儿园或组织中小学生、
在园幼儿参加的活动，向学校、学生发放的试
卷、奖状、校服、教科书、教辅材料、文具教具
等，以及进入校园的APP进行严格排查，特别
要防范外部人员借各类活动制作、夹带、发放
带有商业广告的物品。”

律师说法
幼儿园扮演广告发布者角色幼儿园扮演广告发布者角色
不论是否收费都应担责不论是否收费都应担责
针对红太阳幼儿园向孩子颁发印有补钙

广告的奖状一事，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王维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广告法》
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不得在中小学校、幼儿
园内开展广告活动，不得利用教材、教辅材料、
教具等发布或变相发布广告。在幼儿园学生奖
状上印刷品牌信息，构成直接发布广告，且该
补钙产品带有OTC标识，已属于药品广告。

“《广告法》对于药品广告有着更为严格的要
求，药品广告在发布前必须接受审查，不得包
含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等禁止性内容，且
非处方药还应显著标明‘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
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王维维认为，《广
告法》禁止在校园开展广告活动，不仅是对广
告主责任的限制，也是对于广告发布者的限
制。“当广告内容出现在奖状等幼儿园、学校发
给学生的教材、教辅材料上面时，幼儿园、学校
就扮演了广告发布者的角色，应承担相应责
任。特别是，其在园内发布药品广告，即使没有
收取广告费，同样可能受到来自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的行政处罚，或将承担巨额罚款。”

此外，王维维还表示，由于《广告法》的明
文禁令，实际上很多针对中小学生、幼儿的广
告采取的是打擦边球的方法变相发布广告。

“比如，有企业向学校捐赠带有企业品牌的服
装，虽然看似公益，也构成广告行为；又如，一
些机构会在学校向学生赠送一些免费票，如
其中有诱导学生或其家长购买商品或服务等
的内容，则也构成广告行为。这些都属于《广
告法》禁止的行为。”

先例
山东一小学奖状印广告山东一小学奖状印广告
分管教育副市长被处分分管教育副市长被处分
记者注意到，就在该幼儿园颁发广告奖

状的前一天，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通报了今年
第一批典型虚假违法广告案件。其中，山东
菏泽郓城县格朗特眼镜店在小学奖状上发布

“眼科”广告被列入其中，涉事企业被处罚款
20万元，并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在这起商业广告进校园事件中，十余名
相关责任人被处分。分管教育的菏泽市副市
长王忠想被山东省纪委监委给予党内警告处
分，菏泽市教育局分管副局长李永强被市纪
委监委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此前，市教育
局局长已被免职)，郓城县县长、分管教育的
副县长等也均获得相应处分，县教育和体育
局局长被免职，涉事小学校长被撤职等。

除了奖状印广告这种露骨的宣传方式，
还有一些企业采取了不那么直接的手段，将
商业活动带进校园，同样引发质疑。

比如，今年4月，西安多所学校给学生
发放音乐童话剧宣传单，要求写观后感，家
长凭传单购票可免费带一名学生入场，家长
购票时发现票价昂贵，认为被“套路”。对
此，西安市教育局于4月12日发布通报称，经
调查，未发现本次公演活动与学校存在利益关
联，已对雁塔、未央、灞桥等3区教育局管理
不严、落实不力，导致辖区内发生营销人员进
入多校发放宣传单的现象在全市教育系统予以
通报批评，并对其主要领导进行约谈。

4月15日，宁夏固原王洼镇中心学校接
受捐赠印有企业标志的校服引起网友热议，
被指变味的廉价慈善让孩子沦为“移动广告
牌”，宁夏彭阳县教育体育局 4 月 17 日回应
称，该批校服为当地企业捐赠，该局已要求企
业将554 套校服回收调换，并对王洼镇中心
学校进行通报批评，要求全县各中小学校、幼
儿园开展自查自纠。

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中信银行正式启动2019年“全国科
技活动周”宣传活动。活动围绕“科技强国 科
普惠民”主题，突出金融科技创新、服务实体
经济、防控金融风险三大重点，面向社会公众
大力宣传金融安全知识、金融服务和金融科
技成果。

活动周期间，中信银行充分利用官方微
博、微信、手机银行、营业网点LED屏、媒体播
放机、传统纸质折页等宣传渠道，一方面积极
宣传金融安全知识，强调个人信息保护，防范
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支付风险，提升公众安全
意识；另一方面主动展现中信银行利用人工
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在服务小微
企业、服务社会民生、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取
得的成果。

近年来，中信银行创新推出多种普惠民
众的金融科技产品：一是研发金融级分布式
事务数据库，该产品具备事务一致性、数据
安全、易于操作等特点，获得多项国家技术

专利和监管机构创新奖；二是牵头建立国内
信用证联盟，区块链国内信用证系统获得

《亚洲银行家》科技创新奖，链上发生业务量
超过100亿元; 三是推出“中信大脑”（AI技术
平台），已具备为零售、对公、托管、合规等多
领域提供智能化服务的能力;四是采用大数
据技术研发中信银行全渠道风险防控体系，
可快速判断和控制交易风险，最大程度上保
护客户交易安全及资金安全；五是成功推出
具有部署便捷、开发时间短、运行速度快等
优点的分行特色业务云平台，进一步提升了
客户体验；六是打造基于超级盾的全新安全
认证方式，提供线上应用数字签名、交易保
护等服务，为手机银行用户提供更加安全、
高效、便捷的移动金融服务。

中信银行将全速推进金融科技创新工
程，积极探索新技术的业务应用，以促进金融
普惠民生为己任，全力打造“有担当、有温度、
有特色、有尊严的最佳综合金融服务企业”。

中信银行开展全国科技周宣传活动

幼儿园奖状竟印上补钙广告
日前，包括煌上煌、周黑鸭、绝味食品

在内的休闲卤味食品上市公司 2018 年年
报全部披露完毕，记者梳理年报发现，与其
他两家竞争对手营收及净利润双双录得双
位数增长相比，周黑鸭去年首次出现营收
及净利润增速放缓。

另外，行业前景向好，上市公司业绩普
遍向好，但休闲卤味行业还藏着食品安全
这一深雷。近9年来，据不完全统计,绝味
食品的食品安全问题曝光次数最多。

周黑鸭上市以来首现营收增速放缓
记者查阅年报发现，三家卤味上市公

司中，2018年营收额最高的是绝味食品，最
低的则是老牌卤味上市企业——煌上煌，
两家公司营收均出现双位数增长，仅周黑
鸭营收出现-1.20%增长，而这是周黑鸭上
市以来首次出现营收增速放缓。

周黑鸭2018年年报解释称，营收减少
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竞争加剧，令线上渠道
的收益减少人民币0.41亿元，来自分销商
的收益则减少人民币0.23亿元。

不仅营收出现负增长，净利润增速方
面，周黑鸭也出现大幅放缓，且是上市以来
首次出现下滑。在竞争对手绝味食品、煌
上煌均出现双位数超 20%增速的同时，周
黑鸭却出现了27.3%的负增长。要知道，在
2016年，周黑鸭的净利润增幅高达28.8%，
才两年，净利润就出现负增长。

记者注意到，周黑鸭在其 2018 年报
中，对除税前溢利猛跌27.3个百分点有多
个解释，周黑鸭认为，2018年因市场竞争加
剧，其线上渠道的收益减少了约12.1%。另
外周黑鸭还指出，由于原材料（包括包装材
料）成本增加及设备、设施和公用设备的折
旧增加等原因，其销售成本增加约 7.5%。
另外，其与深圳市天图投资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的两家附属公司共同成立的深圳市天
图兴南投资合伙企业，因前期相关管理成
本开支形成 730 万元的亏损，而其拥有该
公司50%股权，分担了此次亏损。

绝味食品被曝光食安问题次数最多
除了周黑鸭，煌上煌、绝味食品业绩均

表现不俗，另一组也从一个侧面佐证该行
业近年的发展情况：2010年以来，我国品牌
休闲卤制食品迅速增长，预计2020年能够
实现 855 亿元的销售额，年平均复合增长
率达到130.7%。

虽然企业业绩向好、行业快速发展，但
记者发现，食品安全依然是卤味食品行业
的“雷”。记者查阅资料发现，三家卤味上
市企业中就有两家曾卷入严重的群体性食
物中毒事件，2004年6月22日一天就出现
两起因食用煌上煌卤制品引起的群体性食
物中毒，波及人员超 250 人，还被官方通
报。另外在2010年国庆节期间爆出，绝味
鸭脖武汉一家加盟店所售产品因储存设备
不合格、大肠杆菌超标引起40余人食物中

毒，其中还包括两名孕妇。
从记者梳理资料的不完全统计所得，被

披露食品安全问题的三家企业中，绝味食品
上榜次数最多，此次统计的7次卤味食品安
全事件中，绝味食品就出现其中5起，不仅出
现在媒体暗访，还出现在官方抽查不合格名
单中，甚至食品中毒群体性事件也有它的份。

记者看到，无论是绝味食品还是周黑
鸭，在其招股书中，都曾将“食品安全风
险”列为公司第一风险要素。其中绝味表
示，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无论是对企业的
品牌还是经营业绩都会产生较大冲击，未
来公司将进一步细化食品安全控制，最大
限度保障食品安全。而煌上煌在 2012 年
公布的长达 306 页的招股书，因无一页表
示自身有食品安全问题，尤其是只字未提

“南昌 6·22 食物中毒事件”，被媒体当时
公开指责。

链接
卤味上市企业食品安全事件梳理（不

完全统计）
1.2019 年“3·15”期间，江西媒体曝光

了江西南昌门店运营中擅自试用无健康证
应聘新人及不规范售卖产品、不规范清洁
和使用售卖设备、不规范记录营业日志等
问题，其中，周黑鸭门店员工处理临期食品
时，因部分食品超过公司规定的销售时间，
无法输入条码卖出，竟然用其他符合销售
标准的条码代替扫描后，出售临期产品。

2.绝味食品在 2017 年 3 月 6 日发布的
招股说明书披露，从2013年至2016年9月，
绝味门店共有126次抽查存在问题。

3.2015 年 10 月，有媒体暗访“绝味鸭
脖”南昌生产基地和门店时发现：有员工不
戴口罩徒手操作，掉在地上的鸭爪捡起继
续加工；一门店更是将菜碟放厕所蹲便器
上冲洗。有员工偷吃食物又放回包装，工
作服都是要脏到“看不下去才洗”，环境肮
脏不堪，苍蝇蚊子满天飞。

4.2013年9月，央视报道北京市场卤制
品的抽检结果，绝味鸭脖、久久丫被检出大
肠杆菌数量超标。

5.2013年，广州市工商局网站公布绝味食
品全资子公司湛江阿翔食品厂（现更名为湛江
阿翔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绝味鸭脖、五香鸭
脖、麻辣鸭头等三种产品均为不合格食品。

6.2011年12月，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官方网站公布鸭脖的检测结果，熟制鸭脖抽
检合格率57.8%，不合格项目主要为大肠菌群
和菌落总数超标，不合格的产品中，包括“煌
上煌”“绝味”“周黑鸭”等知名品牌。尤其是
绝味鸭脖，涉及的门店数目众多，个别门店的
绝味鸭脖大肠菌群超出标准160倍。

7.煌上煌被东莞市质监局在2010年一
季度的抽样检查中，检出不合格产品，原因
是大肠杆菌超标。

本报综合消息

食安问题食安问题被多次曝光被多次曝光

绝味鸭脖绝味鸭脖““有点脏有点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