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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杨富） 10 月 10 日，省发展改革
委发出通知公布了我省三个价区的
最新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成都等
地作为一价区，此次调价中汽、柴油
最高零售价每升下调 0.07 元左右，
其中使用较多的 92 号汽油最高零
售价每升下调至8.45元。

10 月 10 日，国家发改委公布消
息称，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
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
制，决定 10 月 10 日 24 时起国内汽、
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 85 元、80
元。这是今年以来国内汽柴油价格
第七次下调。

此次调价后，成都地区各型号
的汽、柴油最高零售价分别为：汽
油，89 号 7.85 元/升、92 号 8.45 元/
升、95 号 9.04 元/升；柴油，0 号 8.08
元/升 、- 10 号 8.57 元/升 、- 20 号
8.88元/升。

省发展改革委在通知中强调
称，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
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
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下，自主制
定具体零售价格。汽、柴油批发实
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
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
下，与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
价格。

500 克的砝码，却称出 520 克的
重量，遇到缺斤少两情况的市民大
多表示：“在菜市场买菜，回家才发
现重量不对，懒得返回去计较，但心
里感觉很不舒服。”为了进一步规范
市场经济秩序，严厉打击计量违法行
为，促进公平公正交易，近日，成华区
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辖区农贸市
场、流动商贩、水果店等消费聚集地
使用的电子秤，开展了突击检查。

“你好，我们是成华区市场监管
局工作人员，请把你的电子秤拿出
来，我们检查一下。”执法人员进入
商铺，先从电子秤的外观上看是否
有被损坏的痕迹，是否张贴了有限
期内的强检合格绿色标签，再使用
标准砝码进行计量测试，看重量值
是否标准无误。发现使用合格证缺
失、有明显破损、脚垫缺失或不规整
的电子秤，便立即责令其商家负责
人限期更换并送检，待检定合格后
再正常使用。

“我们以人流量大、电子秤使用
频率高、作弊秤隐藏程度深的店铺
为重点，严查各类计量违法行为。”
执法人员向记者介绍检查情况时
说，“比如砝码是 500 克，放上砝码
之后，商家通过按特定的按钮或是
按动不同单价的时候，称量就会出
现变化，相当于商家可以随意设置
成九两秤、八两秤，甚至七两秤，欺
骗消费者。”

那么，广大市民如何识别计量
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建议，可以将
自己的手机放在商家的电子秤上，
仔细观察显示的重量是否与实际重
量相符。如果发现商家使用的电子
秤存在缺斤少两的情况，可以要求
商家重新启动电子秤或者使用市场
内的公平秤进行复称。对拒不配合
的商家，可以直接拨打 12315 投诉
热线进行投诉举报。此外，在日常
购物时，应选择信誉度高、口碑良好
的商家进行购物，以避免受到不公
正待遇。

新闻延伸

计量违法行为怎么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实施细则》第四十六条
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或者破坏

计量器具准确度和伪造数据，给国
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其赔
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全部违法
所得，可并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
五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
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
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
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
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
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静宇

“斤斤计较”
我市突查市场计量违法

成都汽柴油价格下调

小朋友玩“萝卜刀”安全吗？

“这个玩起来好解压，还
有点上瘾。”“5岁的儿子非
要买一把这个刀。”“这个刀
会有危险吗？”⋯⋯自9月新
学期开学以来，一种名叫“萝
卜刀”的玩具开始风靡于小
学生群体。但就是这样的一
个小玩具，却引发了公众对
其危险性的激烈讨论。有的
家长认为该类玩具存在安全
隐患，并且会影响孩子的心
智发育，应该抵制并下架；但
也有人表示圆规、三角尺之
类的尖锐文具比“萝卜刀”更
危险，不用“草木皆兵”。

“萝卜刀”有多火爆？又
为何风靡校园？其危险性真
的如部分家长所担心的那样
吗？昨日，记
者就此展
开调查。

被冠以“解压神器”的“萝卜
刀”究竟是什么？为了搞清楚这
个问题，记者在金牛区某小学门
口的文具店中购买了一大一小两
把“萝卜刀”。记者注意到，“萝卜
刀”的外形和其名字一样——形
状像萝卜丁，通体塑料。据了解，

“萝卜刀”最初是由某视频网站的
一名博主在2022年6月所设计，
并通过3D打印制作的一款玩具。

虽名字里带“刀”，但“萝卜
刀”只仿了刀具的大致外形，前
端是钝角，刃的部分平时藏在刀
身里，咔嗒一甩便能“出鞘”。常
规玩法，就是甩来甩去，如果熟
练度提高之后会颇具观赏性，被
网友戏称为“儿童版”蝴蝶刀。
因为玩法简单、有趣且易上手，

“萝卜刀”出现在小卖铺后，很快
就在学生群体间流行开来。

为了了解“萝卜刀”的火爆
程度，记者走访了金牛区、锦江
区部分中小学校门口的小卖铺，
发现“萝卜刀”被摆放在显眼位
置，放学后不少孩子会围在摊位
前争相购买。小卖铺老板告诉
记者，这个玩具卖得很好，并激
动地解释：“玩具是经过了质检
的，没有安全问题。”

除了线下的小卖铺外，网上
“萝卜刀”的销量也十分火爆，商
品详情页的数据显示其全网热
销“100 万+”。同时，记者看到
视频网站上也有许多网友分享

“萝卜刀”的玩法教程，最高观看
量突破600万次。

为什么孩子们热衷于购
买“萝卜刀”？记者采访到了
成都市部分小学的老师。

在金牛区某小学任教副
班主任的刘老师告诉记者，
课间和放学的时候，她确实
经常看见学生人手一把“萝
卜刀”，大家聚在一起玩儿得
开心。“大部分情况下，他们
就是把刀拿在手上，甩来甩
去或者互相捅来捅去。不过
孩子们不会在上课的时候
玩，因为知道上课期间玩会
被没收。”

刘老师表示，自己最初
也很担心长相酷似刀具的

“萝卜刀”会让孩子们在玩耍
的过程中受伤，但仔细看过
玩具之后发现其是塑料质
地，并且所谓的“刀尖”并不
锋利，因此并没有制止孩子

在课下玩“萝卜刀”。
新都区某小学一年级的

班主任李老师则表示，自己
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孩子们喜
欢玩“萝卜刀”，之前也询问
过学生为何觉得它好玩。“有
几个小朋友跟我说玩起来很
解压，但本质上我觉得就是
跟风，因为别的同学都有，自
己没有的话就和其他同学没
共同话题了。感觉现在‘萝
卜刀’已经成为学生之间的
一种社交工具了。”

“萝卜刀”成了孩子们的
“心头好”，不少家长的担心
也浮出水面：尽管是塑料玩
具但本质上还是刀，真的不
会对孩子造成伤害吗？小学
生开始玩“刀”，真的不会对
孩子之后的行为习惯产生不
好的影响吗？

“萝卜刀”真的会伤到孩
子吗？其“杀伤力”到底怎么
样？针对这些问题，记者用
购买的一大一小两把“萝卜
刀”进行了实验。

拿到“萝卜刀”后记者先
用其刀尖尝试性地在自己的
皮肤上轻轻地“刺了刺”，发
现其在皮肤上进行刺穿的感
受和三角尺的尖角刺在皮肤
上的感受很类似，轻轻按压
会在皮肤上留下明显的凹陷
痕迹。而当记者稍微用力
时，虽然没有将皮肤刺穿，但
仍旧有非常明显的疼痛感。
一大一小两把“萝卜刀”带来

的痛感很相似。
为了更真实地感受大力

使用“萝卜刀”是否会造成伤
害，记者找来了苹果进行刺
穿试验。实验中记者发现，
不论是大“萝卜刀”还是小

“萝卜刀”，只要是轻轻用力
刺苹果，都能在苹果表面压
出不小的凹痕。加大用力时，

“萝卜刀”能很轻易地刺进苹
果内部，在苹果上留下“伤
痕”。对比两把“刀”在苹果上
刺出的痕迹，能明显看到大的
那一把刺出的“伤口”更大更
长，而小的那一把刺出的“伤
口”更像是一小孔。

“萝卜刀”是啥玩具？
形状像萝卜丁，通体塑料

这样的玩具会对孩子造
成什么样的影响？“萝卜刀”
及其类似的玩具到底应不应
该禁止、抵制？孩子玩习惯
了“萝卜刀”后，手上拿着真
刀会做出习惯性的动作吗？
作为监护人面对玩“萝卜刀”
的孩子应该怎样正确看待、
引导？下一期，记者将采访
心理学和教育学方面的专家
对这一现象进行解读。

“萝卜刀”为什么火？
成小朋友之间新型社交工具

“萝卜刀”会伤人吗？
记者实测用力刺皮肤痛感明显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胡瑰玮 实习记者 朱馨月 文/图

下期预告

﹃
萝卜刀

﹄
在苹

果上留下的刺痕
“萝卜刀”引发公众激烈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