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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贵平认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
是一个社会性系统问题。目前，社会各界
对青少年心理问题的认知仍存在不足，社
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需要青少年自身、家
庭、学校、社会、医院等多方参与。

“青春期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我们
要引导他们有意识地学习关于自身心理
发展的一些特点，让他们认识到青春期出
现一定程度的焦虑、彷徨、矛盾、纠结是常
态化现象，不必因此过度焦虑，避免给心
理或身体带来伤害。”杜贵平说。

吴晓琳认为，对于散居孤儿、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及青少
年来说，关注点应放在走访对象身体、心
理及社会功能的整合上，家长、学校、社
会、政府要对他们给予更多的关注，对于
这个群体中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要有明
晰的定位和分析，从而达到解决或改善心
理问题的目的。同时，在评估时，还要注
意 服 务 对 象 的 周 围 系 统 对 其 自 身 的 影
响。有关工作人员也要不断地充实自己
的知识储备，以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专业
技巧来更好地为服务对象提供专业化、本
土化、特色化的服务。自去年以来，该中
心联合社工组织，以贴近未成年人实际和
深入基层社区的方式，重点针对亲子沟通

不畅、儿童沉溺网络、儿童认知偏差、社区
疫情防控等方面开展科普宣讲 34 场，累
计受益未成年人及家长 1500 余人次。

胡忻怡认为，对于父母来说，要提高
对青少年心理问题的认知，掌握他们的
心理动态，及时接收孩子的救助信号，
从而发现孩子早期行为情绪方面变化的
苗头，如生理变化、情绪变化、行为变
化、学业变化和人际关系变化等。这就
要求家长通过网络、参加讲座等途径加
强青少年心理健康知识的学习，积极培
育 良 好 的 亲 子 关 系 ， 克 服 性 格 上 的 缺
陷，改善教育方法，营造温馨、和睦的
家庭环境；同时，如果发现孩子存在心
理健康问题，要尽早带孩子寻求专业机
构的帮助，给予及时干预。

近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社会各界
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程度逐渐
提高。许多学校已经开设了心理健康课
堂，通过开办讲座、心理测试等方式关注
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为有需要的孩子提
供帮助。社会上也有不少公益组织参与
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希望社会各界携
起手来，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健康、和谐、宽
容的社会环境，让他们能够从中获取动
力，健康快乐成长。”杜贵平说。

对微信朋友圈售卖自制商品存在的
乱象，亟待依法进行监管，不能任其游离
于法律和监管之外。

近日，记者从许昌市市场监管局获
悉，一直以来，我市持续开展化妆品、食
品等行业质量安全专项治理行动。

比如，近期我市开展了“靓盾 1 号”专
项行动，对“四美”机构使用的化妆品进
行专项检查，重点排查化妆品最小销售
单元没有中文标签、擅自配制及未经注
册备案、标签必备信息不全、质量不合
规、过期变质等情况。对于发现的问题，
执法人员当场下达整改通知书，并责令
其限期整改。

在此也提醒消费者，在微信朋友圈
购买化妆品时，可以要求对方出示该化
妆品的生产许可证、出厂检验合格证及
备案电子凭证或特殊化妆品注册证书等

查 验 真 伪 。 消 费 者 也 可 在 手 机 上 下 载
“化妆品监管”App，自行查验该化妆品的
相关信息。

鉴于网络购物的特殊性，其消费维
权的难度大于实体购物。建议消费者不
要盲目跟风购买微信朋友圈中售卖的自
制商品，尽量前往正规实体门店、销售
网点或者相关部门审核过的店铺。如果
在微信朋友圈购买商品，消费者购物前
需要对商品的质量、价款等与经营者明
确约定，并保存好相关聊天记录、付款
凭证等证据，尽可能降低购物风险，减
少 维 权 成 本 。 涉 及 食 品 、 药 品 等 领 域
的，还需核实经营者的相关资质，查看
其营业执照。当出现侵害自身权益等情
况时，切忌一忍了之，可以拨打 12315
热 线 进 行 投 诉 举 报 ， 依 法 维 护 自 身 权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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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不仅是躯体没有疾病,还要具
备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有道德”。心理健康是健康的
重要组成部分。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但愿永远这样好。”然而，随着生
活节奏的加快，一些少年的心中也开始有了烦恼，而由此引
发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和社会问题日益凸显。青少年都有哪
些烦恼？他们的心理健康如何维护？……近日，记者走访
了医院医生、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和心理咨
询师，请他们来聊聊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

当前，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健康和养生，对于护肤产品和食品也
更加追求“纯手工制作”“纯天然”“无添加”。尤其是在微信朋友
圈，自制化妆品、自制食品十分火爆，受到不少买家的追捧。

微信出售自制化妆品、自制食品合法吗?如果与卖家出现纠
纷，如何解决？市场监管部门对此如何进行监管？消费者又如何
避免自身权益受到损害？解决这些问题，目前有哪些困境？……
带着这些问题，近日，记者对部分市民及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采
访。

现
状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呈逐年增多、低龄化趋势

看着小枫（化名）脸上的笑容日渐增
多，压在小枫妈妈心头的石块终于落了
地。

12 岁的女孩儿小枫是市未成年人救
助保护中心在“守护幼苗 呵护成长”活动
中走访入户时筛查出来的服务对象。刚
看到她时，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工
作人员发现，本该笑靥如花的年纪，孩子
脸上却满是愁容，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通过了解，工作人员得知，小枫家住
建安区陈曹乡。为了让她得到更好的教
育，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父母就将她送往
市区就读，平时在托班住宿。目前，她已
是市区某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小枫说，从五年级上学期开始，她就
不想上学，害怕考试，害怕老师提问，情
绪低落，去学校就会不明原因哭泣。这
样的情况一周大概会出现三次。小枫的
奶奶重男轻女，爸爸较为严苛，经常训斥
她，还曾动手打她。小枫与托班同宿舍
同学关系紧张，感觉她们都在孤立自己，

不和她说话。
“我们在和小枫建立信任关系的基

础上，联合项目实施机构为小枫做了多
项心理测评。结合儿童的综合情况，她
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市未成年人救助
保护中心副主任吴晓琳介绍，经过近三
个月的介入服务，小枫目前正常上学，学
习成绩稳定，社会功能日趋健全，处理问
题的能力也得到了很大提升。

“在临床上，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
呈现出逐年增多、低龄化趋势。以前，心
理 健 康 问 题 在 中 学 生 中 比 较 多 见 。 现
在，小学高年级学生也会出现了心理健
康问题。”市建安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杜
贵平说，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比较常见
的是抑郁和焦虑。青少年抑郁往往指向
当下，通常表现为学习成绩下降、思维迟
缓、情绪低落，对周围事物不感兴趣，经
常有无力感和无助感；青少年焦虑往往
指向未来，表现为担心学业等，可能伴有
头晕、头痛、腹痛、心慌等症状。

探
因人际关系、学习压力等都会对孩子心理产生影响

今年年初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
康发展报告（2021—2022）》显示，青少年
心 理 健 康 问 题 一 直 受 到 社 会 的 广 泛 关
注。通过对全国范围内超过 3 万名青少年
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女生相对男生有
更高的抑郁、孤独得分，抑郁、孤独、手机
成瘾得分总体上有随着年级增长而升高
的趋势；住校、父母外出工作的青少年有
更多抑郁、孤独、手机成瘾等问题。

“人际关系的改变、学习的压力、社
会环境的变化都会对孩子的心理产生影
响。”杜贵平说，青少年出现心理健康问
题背后的原因是多样的，将其归结于某
一个方面并不科学。

青少年正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
也是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渡期，很容易
受到心理疾病的困扰。当困扰无处发泄，
青少年的心理就可能出现问题。同时，随
着社会的迅速发展，青少年获得信息的
渠道不断增多，但青少年的心智尚未完
全成熟，对事物缺乏较强的分辨力，容易

被不良信息诱导，从而产生思想和行为
上的偏差。这也是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
逐年高发的原因之一。不可否认，疫情也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影 响 了 青 少 年 的 心 理 健
康。“疫情过后，孩子的学习压力，与家
长 、同 学 的 关 系 ，学 习 方 式 都 发 生 了 改
变，这也导致部分孩子因不能及时适应
变化而出现心理问题。”杜贵平说。

在许昌市阳光天使心理咨询中心主
任胡忻怡看来，不少孩子的心理健康问
题与家庭环境有关。比如，家长太忙，
无暇顾及孩子，导致亲子关系紧张；家
庭关系不融洽，孩子缺乏关爱，感受不
到家庭的温暖，就会自己寻找新的情绪
释放出口，这也会导致孩子出现心理问
题；家长对孩子期望过高或过于严苛，
要求孩子不能落后于别人，经常将孩子
与别人家的孩子相比较，把孩子无形中
置于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孩子就容易
出现一些负面情绪，可能引发心理健康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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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朋友圈自制商品热销 商品质量难以保证

5 月 31 日，记者在许都广场随机采访
了 10 名市民，其中 7 名有在微信朋友圈购
买自制化妆品、自制食品的经历。购买人
群以 20岁至 50岁这一年龄段居多。

市民王女士是一个宝妈。她表示，她
经常通过朋友圈买各种婴幼儿食品，还把
卖家介绍给亲戚、同事和朋友。“虽然自制
食品的价格并不便宜，但大多预订当天就
能配送上门。我看卖家拍的视频里锅碗瓢
盆干净锃亮，食材也很新鲜，感觉让孩子
吃还是挺放心的。”王女士表示。

市民李女士表示，她曾在微信朋友圈
看到有人卖自制口红，售价 50 元一支。卖
家表示，口红是用蜂蜜、玫瑰花瓣等纯天

然原料做成，孕妇和哺乳期妈妈也能使
用。李女士便买了一支，但是在用了两天
后，发现嘴唇周围出现很多红色小疙瘩。

“我找卖家反映这个问题，要求退钱，但是
卖家说不能确定我皮肤过敏就是使用她
制作的口红造成的。从那以后，我再也不
敢在微信朋友圈随意下单买自制的东西
了。”李女士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市民认为，从
朋友或者熟人那里购买自制商品应该比
较安全。还有市民表示，对微信朋友圈出
售的自制食品持怀疑态度，即自制商品有
没有安全保障？能否进行有效监管？如果
出了问题，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

售卖门槛低且无相关资质 监管面临盲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除了部分实
体店家以微信朋友圈作为营销手段外，
微信朋友圈自制商品的卖家大多没有实
体店。这些自制商品的售卖门槛较低，
而且微信朋友圈不像一些电商平台，买
方、卖家会受到第三方平台的制约和监
管。微信朋友圈购物缺乏对卖家行为的
约束和规范，部分卖家只提供约定地点
提货，即便是购买者也不清楚经营场所
位于何处，虚拟性强，流动性大，监管面
临一些盲区。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及相关
纠纷，消费者会面临维权难、举证难等情
况。

据 许 昌 市 市 场 监 管 局 工 作 人 员 介
绍，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从事食品生
产经营活动，应当依法取得许可。也就
是说，个人在微信朋友圈销售自制食品，
如果没有取得相应许可，是不合法的。
这些卖家一般都是家庭作坊式的制作环
境，操作过程是否存在违规行为也不可
知，很难保证食品安全。

化妆品作为国家单独制定条例规范
的特殊品类商品，《化妆品监督管理条
例》《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化
妆品标签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都对化
妆品的生产、经营、标签标识等作出了极

为详细的规定。没有化妆品生产许可证
的自制化妆品是不合规定的，《化妆品监
督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化妆品经
营者不得自行配制化妆品；《化妆品生产
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配
制、填充、灌装化妆品内容物，应当取得
化妆品生产许可证。此外，一些自制化
妆品一般仅注明产品名称、净含量等简
略信息，而对于我国《化妆品监督管理条
例》和《化妆品标签管理办法》所要求的
注册人、备案人、受托生产企业的名称及
地址、生产许可证编号、标准编号、全成
分、使用期限、使用方法，以及必要的安
全警示、特殊化妆品注册证编号等必需
条件，均没有标注，是违法行为。有的化
妆品标签标注有明示或者暗示具有医疗
作用的内容、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
也是违法行为。

据了解，去年，许昌一家美容店购入
品牌化妆品，自己配制后作为自有品牌
销售。许昌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其作出
行政处罚，没收擅自配制的化妆品，没收
违法所得，并进行了罚款。经营者擅自
配制化妆品虽然不同于地下窝点非法生
产化妆品，但仍属于《化妆品监督管理条
例》明确禁止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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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开展专项治理行动 不断创新监管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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