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安全座椅，是目前公认的儿童乘车时最有效的保护方式。记者近期
在江苏、湖南、浙江、上海等地进行了调查采访，大部分的家长都会给孩子配
备儿童安全座椅。

在随机调查中，记者注意到，一些家长也为孩子在车内安装了保护装
置，这种在外形上看起来与儿童安全座椅有较大差别的产品被称为儿童安
全坐垫。

不少家长表示，这种儿童安全坐垫是在网上购买的，相比儿童安全座
椅，它占用车内空间小，价格也便宜得多。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新华社电 工伤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开始试点，托育机构监控录像资料保存期不少于90天，多措并举保护

快递用户个人信息……2024年4月，一批将要施行的新规带来美好生活新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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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开始试点

为更好保障工伤职工权益，人社部等三部
门印发关于开展工伤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试点工作的通知，自4月1日起，全国各省份
将试点开展工伤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通知要求，由各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人社部门选择部分地市启动试点，试点地
市人员可持社保卡直接结算跨省异地就医住
院工伤医疗费用、住院工伤康复费用和辅助
器具配置费用。试点期限为一年。

托育机构婴幼儿生活用房
应天然采光

4月1日起施行的推荐性卫生行业标准
《托育机构质量评估标准》，对托育机构的办托
条件、托育队伍、保育照护、卫生保健、养育支
持、安全保障、机构管理等评估的内容进行了
规定。该标准适用于对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

供全日托照护服务的机构（含幼儿园的托班）
的评估。对提供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照
护服务的托育机构的评估可参照执行。

评估标准提出，托育机构应具备安全设
施设备，安装一键式报警、配备必要的消防设
施。婴幼儿生活场所安装监控设备且全覆
盖。监控录像资料保存期不少于90天。婴
幼儿生活用房应布置在3层及以下，婴幼儿
用房明亮，天然采光等。

“最小范围”采集寄递服务
用户个人信息

4月1日起实施的新版《快递服务》三项
系列国家标准细化了国内快递服务时限，提
出了从业人员权益保护要求，强调了快递用
户个人信息采集、存储、使用中的数据安全以
及合理确定服务费用等要求。

新版标准规定，快递服务主体采集寄递
服务用户个人信息，应限于实现快递服务目
的的最小范围，包括姓名、联系方式、寄件（收

件）地址、寄递物品信息、身份证信息等，不应
过度收集用户个人信息。快递电子运单应采
取隐私面单等技术措施保护用户个人信息。

水果、畜禽肉、水产品不超
过4层包装

4月1日起实施的《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

求 生鲜食用农产品》（GB43284－2023）强

制性国家标准，明确了蔬菜（含食用菌）、水

果、畜禽肉、水产品和蛋等五大类生鲜食用农

产品是否过度包装的技术指标和判定方法。

该标准规定蔬菜（包含食用菌）和蛋不超
过3层包装，水果、畜禽肉、水产品不超过4
层包装。同时，在“销售包装”的定义中特别
注明“不包括物流防护包装以及冷却、气体调
节、防潮等保鲜保活功能性用品”。

不得在中央储备棉中掺杂掺假
《中央储备棉管理办法》自4月1日起

施行。
办法提出，中央储备棉的轮换、收储、

动用实行计划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未
经批准不得擅自动用，不得侵占、破坏、
挪用。中储粮集团和承储企业不得擅自
变更中央储备棉储存库点，不得虚报、瞒

报中央储备棉数量，不得擅自串换中央

储备棉品种，不得在中央储备棉中掺杂

掺假、以次充好，不得故意拖延中央储备

棉出入库等。

加强电能质量管理
《电能质量管理办法（暂行）》自4月1日

起施行。
办法提出，电网企业应当加强对新能源

场站并网点、10千伏及以上接有干扰源用户
的公共连接点的电能质量问题分析。由于发
电企业或电力用户影响电能质量或者干扰电
力系统安全运行时，发电企业或电力用户应
采取防治措施予以消除。

今起一批新规开始施行
工伤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开始试点，多措并举保护快递用户个人信息……

均价50元以下，20个样
品绝大部分没有任何标识

儿童安全坐垫与儿童安全座椅不太一
样，一个小巧轻便，一个结实厚重，价格上也
相差悬殊。那么这类自称能起到保护作用的
儿童安全坐垫产品是否真能替代传统的儿童
安全座椅？

记者跟随中国玩具和婴童协会对儿童安
全坐垫产品质量进行了专项调查，在京东、天
猫、抖音三个电商平台购买了20个样品。

记者浏览了此次抽样的儿童安全坐垫产
品的网店，在网页上，这类产品的名称五花八
门，有的叫便携式儿童安全座椅，有的叫通用
简易车载婴儿坐垫，还有的叫儿童安全座椅
垫子，但是他们宣称的产品功能基本相同。

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标准法规部副
经理殷志杰告诉记者：“传统的安全座椅，基
本上要卖到300元以上，而我们这次调查的
产品均价基本上在50元以下，消费者说花不
到50元，我就能给儿童提供一份安全，何乐而
不为？”

负责检测的两家检测机构依照儿童安全
座椅国家标准开始了专项检测。在收到样品
打开外包装后工作人员发现，9件产品，8件上
面没有任何标识。

另外一家检测机构收到的11件产品绝大
部分也没有任何标识。

南京海关纺织工业产品检测中心高级工
程师高国彬表示：“依照国家标准规定，儿童
安全座椅必须配备使用说明书及产品上面贴

有使用标识，对于儿童安全用的产品尤其重
要。如果没有说明书跟标识，消费者是没有
办法正确安装使用的。”

撞击测试中，安全坐垫从
座椅上分离，假人直接飞出

在此次检测中最直观判断产品安全性的
就是动态试验，也就是模拟车辆发生碰撞后，
产品能否起到保护作用的关键测试。在没有
标识，没有安装说明书的情况下，检测人员只
能按照样品网店上的视频进行安装。而这次
测试结果令测试人员和记者感到震惊。

“安全坐垫从整个座椅上完全分离，假人
直接飞出撞到前面的保护网上。若是在真实
的车祸中，儿童会飞出去撞上车挡风玻璃导
致伤残甚至死亡的。”高国彬介绍道。另外几
款样品也同样没有通过动态测试。

通过测试可以看到，连接汽车座椅跟靠
背的织带，乃至一个扣具都完全断裂。合格
的儿童安全座椅，在进行这种正向时速50公
里的碰撞实验时，不论是连接件，还是扣具织
带，都不可以出现断裂。

用来连接车内座椅、固定孩子的织带和
带扣属于直接关系安全的核心部件，记者注
意到，此次抽样的儿童安全坐垫产品的网店
页面上大都宣称卡扣稳固，安全可靠，实际的
强度测试结果如何呢？

高国彬告诉记者：“测试结果非常不理
想，织带强度只有700牛顿左右，国家标准要
求是不低于7200牛顿，这一次的测试，织带
的强度远远低于国家的标准，带扣的强度也

非常不理想，测试强度只有400牛顿，远远低
于国家标准规定的10000牛顿。”

20款样品均不符合国家标准
记者了解到，按照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

儿童安全坐垫这类产品必须通过认证，获得
CCC认证证书之后才能出厂销售。此次调查
的20个样品在包装上都没有CCC认证标志，
但是有12个样品在网店页面上展示了CCC
认证编号，在抖音一家店铺，带货主播多次强
调自家产品通过了CCC认证。记者调查发
现，12个样品在网店页面上展示的CCC认证
编号都涉嫌冒用。记者随后向国内有资质对
儿童安全座椅进行CCC认证的几家机构进行
核实，这些机构都表示目前都没有收到任何
儿童安全坐垫产品的认证申请。

根据这20款样品的产品标称，记者了解
到，目前这些产品销量已经超过了13.6万件，
这就意味着现在可能有十几万的孩子正在使
用存在安全隐患的产品，严重威胁了儿童的
安全出行。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中
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公布了儿童安全坐垫
产品质量专项调查结果。

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副会长张瀛表
示：“这20款样品符合国家标准的为零，这也
就是说没有一款样品是符合国家标准的，都
存在着问题。中国玩协已经将相应的专项调
研报告呈送给相关的政府监管部门。”记者也
将报告发送给了相应的电商销售平台，并督
促这些平台后续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产品的
下架处理。

儿童安全坐垫能替代安全座椅吗？
央视记者调查发现20款样品无一合格

儿童安全坐垫儿童安全坐垫。。

载人航天4月日历来了

计划下旬
发射神十八

载人航天4月日历来了，计划于4月
下旬发射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迎接神
舟十七号乘组返回。 央视新闻客户端

今起射频治疗仪等
须“持证上岗”

涉及哪些产品？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自2024年

4月1日起，未取得医疗器械生产、经营
许可（备案）的企业，不得从事相关产品
的生产和销售。在2022年3月，国家药
监局发布《关于调整〈医疗器械分类目
录〉部分内容的公告》（2022年第30号，
以下简称30号公告），其中明确射频治
疗仪、射频皮肤治疗仪类产品按照第三
类医疗器械管理。日前，国家药监局器
械注册司、器械监管司相关负责人对此
公告进行了解读。

问：是否所有射频类产品都属于医
疗器械？是否都需要取得医疗器械注
册证才可生产销售？

答：不是所有射频类产品都属于医
疗器械。根据30号公告，射频治疗仪、
射频皮肤治疗仪类产品，其工作原理一
般是通过治疗电极将射频能量作用于人
体皮肤及皮下组织，使人体组织、细胞发
生病理/生理学改变；预期用于治疗皮肤
松弛，减轻皮肤皱纹，收缩毛孔，紧致、提
升皮肤组织，或者治疗痤疮、瘢痕，或者
减少脂肪（脂肪软化或分解）等。符合30
号公告规定的产品应当作为第三类医疗
器械管理。例如，预期用于“淡化皱纹
（如抬头纹、鱼尾纹等）、减轻细纹、眼周
除皱、改善松弛下垂、提升苹果肌、脸部
轮廓提拉、紧致轮廓、紧致肌肤、提拉塑
形、收缩毛孔”等的射频美容产品，应当
作为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

不符合医疗器械定义的射频类产
品，则不作为医疗器械管理。 据华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