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粥是一种由稻米、小米或玉米
等粮食以及各种豆类煮成的稠糊食
物，几乎不需要咀嚼，入口即下咽。
从消化程度上来看，粥不需要胃做
太多碾磨工作，便直接变成食糜，顺
利到达小肠后，淀粉酶可以充分作
用于它，很快被分解成葡萄糖被人
体吸收。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
人都适合喝粥，粥也不具备调养肠
胃的功能。

首先，糖尿病患者为了控制血
糖，应该尽量避免喝粥。其次，并非
所有胃肠疾病患者都适合喝粥。比
如反流性食管炎患者就不适宜，因
为喝粥会使胃酸分泌量大幅增加，
且因为粥为非固体食物，更易加重
反流，对于此类患者来说，喝粥不仅
不能养胃，反而会加重病情。最后，
由于粥的营养素密度较低，瘦弱的
人和老年人也不建议长期喝粥。

但是，萎缩性胃炎患者由于胃
酸分泌不足，没有食欲，而喝粥能促
进胃酸分泌，有助于食物消化，还能
提升血糖，有益于身体。胃溃疡患
者常伴食欲减退，而粥类食物具有
稀、软、易消化的特点，因此是较为
合适的选择。 据中新网

并非如此

喝粥养胃
适合所有人?

根据黑猫投诉平台，不少消费者
反馈“金包银”产品在佩戴较短时间后
出现金层脱落的现象。有的消费者购
买“金包银”手镯半年后想要以旧换
新，却发现商家已关门跑路。

记者了解到，如今不少“金包银”
产品的生产，是将具有首饰形状的银
胚电解清洗后，放入金水中镀上金层。

“金包银”产品大规模流行后，深
圳、广州两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发布
行政告知书，对采用电镀等方法将金
覆盖层镀到银饰品上的镀金银首饰的

名称、标签标识、印记、检测证书等进
行规范。两地均明确，此类产品的名
称应为“镀金银”。除采用机械加工方
法将金箔固定包在银饰品外，不得称
为“金包银”。

“除了产品标识，这类产品的生产
标准也应更加明确，市场监管部门要
加强抽检。”深圳市龙岗区珠宝行业协
会秘书长石妍说。

“不论是所谓‘金包银’还是其他
含金的饰品，厂家要实事求是地注明
含量、工艺，线上线下的零售商要实事

求是进行宣传，鉴定机构要加强自律，
不能误导消费者。”张永涛说。

此外，由于部分“金包银”网店开
业时间较短，店铺信誉积分不高，消费
者下单时尤其需擦亮眼睛，警惕低价
陷阱。

刘志华建议，消费者提高防范意
识。“在直播间购物时，对于主播口述
的关键信息要有留证意识，交易时及
时截屏或录屏，保留交易凭证，如果发
现存在虚假宣传，这些证据可在维权
时使用。”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金包银”火了，
能放心“入”吗？

近来，售价远低
于足金产品的“金包
银 ”饰 品 走 红 。 然
而，有消费者反映，
从含金量低到虚假
宣传，目前“金包银”
饰品市场存在一些
不规范现象。

“金包银”能放
心“入”吗？消费者
该如何避坑？记者
在北京、深圳两地进
行了调查。

“金包银”走红

在我国重要黄金珠宝集散地深圳
水贝市场，仅水贝一路和贝丽北路两
条街，就有十数家门头带着“金包银”
字样的店铺，有的面积达百余平方
米。晚上8 点多，仍陆续有人前来拿
货。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金包银’类
商品大规模进入市场，这从我们的检测
需求大幅增加可以得到印证。”珠宝玉
石首饰国检集团（NGTC）品牌建设与
市场部负责人孟晓珺等业内人士说。

一般来说，“金包银”饰品指的是
在银质基底表面覆盖一层薄薄的黄
金，从外观看与足金饰品一样。值得

注意的是，“金包银”名称本身并不符
合权威机构对“包金”工艺的界定，而
是商家对此类商品的通俗叫法。

“不掉色不露白”“外观和足金没
有 任 何 区 别 ”“ 不 剪 开 谁 也 不 知
道”……在某个粉丝量过万的“金包
银”网店，价格不到千元的莫比乌斯手
镯、碎冰冰四叶草手链、八宝罗盘等热
门产品累计销量超过千件。

“我之前是卖足金饰品的，在新疆
加盟了一家品牌金店。由于金价太
高，资金周转不开，就转做‘金包银’
了。”在深圳水贝一家“金包银”店铺，
带着团队专门从新疆前来进货的海先

生说。
这家店铺的销售人员介绍，水贝

金价是大盘价加上加工费，比品牌金
店便宜不少。目前国内黄金大盘价在
每克780元左右，加工费在15元左右，
一只30克左右的足金泥鳅背手镯，从
水贝拿货需要 2 万多元。同款的“金
包银”，标注金重只有1.02克，仅需不
到2000元。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一些大
品牌金店对“金包银”较为排斥。“品牌
金店基本不碰‘金包银’，一般是小厂
在做。”水贝市场从事黄金制品零售的
店主刘先生告诉记者。

存在缺金、虚假宣传风险

记者调查发现，“金包银”产品实
际金重难检测，“缺金”问题较为突出，
消费者购买犹如“开盲盒”。

去年 11 月，国家首饰质量检验
检测中心深圳实验室从不同渠道收
集了 17 件“金包银”首饰样品进行
破坏性检测，结果显示，金银分离
后，有 14 件样品实际的含金量都少
于其宣称的数值。偏差最大的一
款，产品对外标称有 0.96 克金，但分
离后金重只有0.19克。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一些检测机
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中标注了金重，但
实际上为商家自称的克重，检测机构
并不能在无损的情况下进行验证。

“消费者一般不愿接受破坏性检

测。同时目前能提供破坏性检测服务
的机构不多，多数也不直接面对消费
者，这让维权难度和成本大大增加。”
北京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会秘书长
刘志华说。

虚假宣传是消费者购买“金包银”
产品时可能面临的又一陷阱。

“手工古法包金”“五层厚包”
“不卖镀金”……记者蹲守多个电商
直播间时发现，多位主播频频使用
话术引流，有的还会展示手工制作

“金包银”的视频。
一位大型黄金精炼厂负责人解释

说，对并不清楚具体工艺的消费者而
言，“包金”听上去更有手作的质感，具
有更高的价值和耐久性，而“镀金”则

显廉价，因此一些商家在推销商品时
会故意混淆工艺。

此外，一些商家还通过“保值传
承”“回收方便”等话术诱骗消费者。
但事实上，由于主体材质是银，含金量
少，“金包银”的回收价值较低。

记者走访的北京多家黄金回收档
口均表示，不接受“金包银”回收。只
有一些“金包银”店家承诺可以回收从
自家卖出的产品，这意味着如果上游
厂家出现问题或是店家倒闭跑路，消
费者很容易遇到回收无门的情况。

“‘金包银’产品具有佩戴属性，但
肯定不像足金变现那样方便，没有太
大投资价值。”中国黄金协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张永涛提醒。

地方监管出手，市场仍待规范

6月5日17时57分芒种
孟夏将尽 仲夏登场
新华社天津6月3日电 （记者 周润

健） 北京时间6月5日17时57分将迎来芒
种节气，意味着孟夏将尽，仲夏登场。农谚
说：“芒种芒种，连收带种”，此时节，我国北
方地区喜逢收麦，“一川麦浪镰初试，争得
夏粮粒粒归”；南方地区则忙于插秧，“手把
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民以食为
天，喜乐在其中。

芒种，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
也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民俗学者、天津
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来华介绍，夏季的节
气大多与农事有关，如小满意味着麦子开
始成熟，而芒种则提醒人们，夏收、夏种、夏
管的“三夏”大忙季节到了。

芒种前后，气温显著升高。“芒种时小
麦已经成熟，人们要争分夺秒地收割麦
子。农谚说‘芒种忙，麦子黄，好似龙口去
夺粮’。‘龙口’指的是降雨，收割麦子时最
怕下雨，因为下雨会直接影响麦田的产
量。所以，有农谚调侃地说‘种在地里都是
草，收回囤里才是粮’。”王来华说。

“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在南方，
芒种是插秧的忙碌时刻，人们不辞辛劳地在
水田中劳作，一块块稻田换上了新绿。“新秧
初出水，渺渺翠毯齐”，秧苗从水中探出头，
远远望去，宛如翠绿毯子铺在宽阔的水田
上，绘就出一幅幅赏心悦目的天然画作。

旧时，割麦和插秧都非常辛苦，忙的时
候常常会人手不够。唐代诗人白居易的

《观刈麦》就描绘了一幅“男女老少齐上阵”
的画面：“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南宋
诗人杨万里所作《插秧歌》则刻画了一个

“全家总动员”的场景：“田夫抛秧田妇接，
小儿拔秧大儿插”。

芒种，既是收获成果又是播种希望的
时节。愿所有的人，尤其是即将在这个时
候参加高考的莘莘学子，都能辛苦耕耘，快
乐收获，让梦想成真。

朱慧卿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