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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被激光笔灼伤事件频发

参加此次激光指示器强标技术审查

会的，除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业

和 信 息 化 部 、中 国 机 械 工 业 联 合 会 、

TC284 等单位的领导及专家，还有南昌市

一名学生家长袁达（化名）。

袁达回忆，2020 年 10 月 8 日，其子小

达（化名）放学后缠着母亲买激光笔。“同

学们都买了，五颜六色的，可好玩了。”母

亲拗不过他，买了一支。次日，小达出于

好奇，拿着激光笔照射自己的眼睛，随即

感到不适。

“爸爸妈妈，我用激光笔照了眼睛几

秒，现在左眼一片漆黑。”袁达夫妇慌了，立

即将孩子送往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该

院眼科中心主任医师邓燕诊断后表示，小

达的左眼被激光笔灼伤，引发眼底黄斑区

变性，左眼视力仅为 0.04（从医学角度来

看，视力低于0.05可定性为失明）。

“通过治疗有没有可能恢复视力？”面

对袁达夫妇的询问，邓燕回答：“激光笔伤

眼是不可逆的，即使接受治疗也不可能恢

复到最初的视力。”

抱着一丝侥幸，袁达夫妇携小达赶赴

广东中山大 学 中 山 眼 科 中 心 再 行 就 诊 。

知名眼科专家丁小燕教授告诉袁达 ，小

达的视力难以恢复。近年来 ，激光笔致

眼损伤的事件时有发生 ，且主要集中在

儿童身上。她曾在一个月内接诊了 8 例

儿童患者。

邓燕也称，近年来，她共接诊 20 余例

儿童被激光笔灼伤眼睛的病例，有的视力

低下，有的永久性失明。

紧迫

逾三成消费者不知激光笔危害
究竟激光笔是如何致人失明的？

清华大学学者、江西省科学院光学研

究室原主任李剑白向记者介绍，激光在眼

部组织产生的损伤生物效应有光电离效

应、光热效应和光化学效应。人的眼睛就

像一个透镜，激光的平行光束经过眼睛聚

焦后，会落到视网膜上，这相当于收集到

的光线能量密度增加了几十倍，当这种能

量密度足够强时，会把视网膜灼伤甚至烧

穿，而且这种伤害是永久性的，不可逆转。

记者从江西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早

在 2016 年，原国家质检总局曾组织开展激

光笔、儿童激光枪等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

测，发布了《保护儿童眼睛产品质量安全

认知调查结果》，其中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的儿童类产品中，激光笔位列第一。

当得知激光笔可以把视网膜烧穿，且

这种伤害不可逆转时，公益爱心人士李凌

很震惊。他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安全

不容有失。为此，李凌开始向江西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江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

会反映，希望引起有关部门重视。

此后，省消保委工作人员走访了全省

11 个设区市 381 家学校周边的文具店及

部分商超，从问卷调查、请教专家等多方

面入手，迅速形成一份《激光笔安全消费

专项调查报告》。其中，有些数据触目惊

心：接受调查的人群中，有 34%的人用过

激光笔，8%的人给 14 岁以下未成年人买

过激光笔；完全不了解激光笔危害的超过

三成，仅有 16%的人对激光笔的危害非常

了解；33%的人在使用前不会阅读产品说

明书。

数据表明，许多消费者对激光笔可能

产生的危害不够重视，仍有部分消费者将

激光笔作为玩具买给儿童。通过问卷调

查，省消保委还发现，激光笔的价格在 2元

至 176 元不等，线上电商平台，校园及周边

文具店和大型商超是主要销售渠道。

行动

“组合拳”推动强制性国标编制

为此，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副局长谭文英在 2021 年的省两

会上，提交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对激光笔

管理的建议》的提案，呼吁加强激光笔管

理，避免让儿童接触及使用激光笔。

经过反复调研，并与李凌多次交换意

见，全国人大代表、南昌市青山湖区湖坊

镇进顺村党委书记罗来昌在全国两会上，

也建议制定或修订激光笔安全相关标准，

从源头上杜绝激光笔危害儿童。

为了凝聚“江西力量”，我省还召开了

管住激光笔专题研讨会。会上，李剑白建

议，加强对激光笔生产厂家的监管，从源

头上预防“三无”激光笔流入市场；省消保

委律师团副团长、江西沃通律师事务所主

任程锋表示，纵观全球不少国家和地区，

均依法严格规范激光产品，澳大利亚政府

在法律上明确将超过 1毫瓦或以上的激光

笔列为武器，英国则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起

启用《滥用激光法》，建议我国可以借鉴国

外经验，抓紧对激光类产品进行立法或出

台强制性国家标准。

戚燕表示，江西的一系列“组合拳”，

引起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单位高度

关注，但是，想要启动一项强标立项并非

易事。为此，TC284 就强标立项依据和必

要性进行了反复论证，先后听取了江西受

伤儿童家长、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江

西省消保委等单位及人员意见，向全国各

大医院发出协助调查函，并从可行性角度

征询专家意见。最终，国家决定启动激光

指示器编制工作。

编制

强标将规范激光指示器生产使用

戚燕向记者透露，强标对消费类激光

指示器产品作出了明确具体的定义，即包

括但不限于激光笔、激光教鞭、激光瞄准

器等具有指示、娱乐、办公等功能的激光

产品的生产、检测、销售和使用。

7 月 17 日，TC284 主任委员姜东升向

记者介绍，2022 年 12 月 13 日，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下达了单独制定强制性国家

标准《消 费 类 激 光 指 示 器 光 辐 射 安 全 要

求》计 划 ，由 工 信 部 提 出 ，TC284 具 体 制

订。从强标酝酿到立项 ，再到答辩和制

订，历经近 3 年时间。此次在吉安市召开

全 体 委 员 技 术 审 查 会 后 ，TC284 将 在 今

年 8 月上报“标准报批稿”至工信部和中

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该项强标有望在近

期出台。

该强标主起草人、中国科学院空天信

息创新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吴爱平

表示，该强标不仅限定了消费类激光产品

的最大输出功率值，提出了可操作性和可

执行性强的激光产品波长范围，还明确产

品制造商必须采取的控制措施、提供专用

标识等具体要求，全面规范了消费类激光

产品的生产、销售、检测和使用，对减少此

类产品引起的人眼损伤事故，助力青少年

健康成长将有重要意义。

石榴籽服务队助力“双抢”
本 报 宜 丰 讯 （全媒体记者陈璋 实习生黄晶）当前正值水

稻“双抢”时节，宜丰县石花尖垦殖场洪源槽分场的侗族农户许

连江却因农田分散、收割机无法集中作业，家人又在外地，无法

及时收割早稻。当地石榴籽志愿服务队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

组织志愿者帮忙，解了许连江的燃眉之急。

据悉，石花尖垦殖场生活着侗族、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

村民。“我们成立石榴籽志愿服务队，就是为了传递温暖与关爱，

促进乡村和谐发展，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石

花尖垦殖场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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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我 省 宣 布 ，截 至 今 年 6 月 底 ，提 前 4 个

月 完 成 国 务 院 要 求 的 13 个“ 高 效 办 成 一 件 事 ”

改 革 任 务 。 此 项 改 革 落 地 见 效 ，既 有 速 度 又 有

温 度 ，唱 响 了“ 高 效 办 成 一 件 事 ”江 西 品 牌 。

今 年 1 月 ，国 务 院 印 发《关 于 进 一 步 优 化 政

务 服 务 提 升 行 政 效 能 推 动“ 高 效 办 成 一 件 事 ”

的 指 导 意 见》，从 利 企 便 民 的 视 角 ，针 对 如 何 实

现 办 事 方 式 多 元 化 、办 事 流 程 最 优 化 、办 事 材

料 最 简 化 、办 事 成 本 最 小 化 提 出 了 指 导 性 意

见 ，明 确 了“ 高 效 办 成 一 件 事 ”第 一 批 13 个 重 点

事 项 清 单 ，主 要 包 括 企 业 信 息 变 更 、水 电 气 网

联 合 报 装 、新 生 儿 出 生 、教 育 入 学 、社 会 保 障 卡

居 民 服 务 等 。

一 分 部 署 ，九 分 落 实 。 为 高 效 推 进 这 项 改

革 ，我 省 坚 持 以 企 业 和 群 众 需 求 为 导 向 ，聚 焦

与 经 营 主 体 联 系 最 紧 密 、群 众 反 映 最 强 烈 的 领

域 和 问 题 ，持 续 推 动 政 务 改 革 向 纵 深 发 展 ，并

通 过 建 立 健 全“ 日 监 测 、周 会 商 、月 通 报 ”的 工

作 机 制 ，组 建 工 作 专 班 ，制 定 我 省“ 高 效 办 成 一

件 事 ”指 标 评 价 体 系 并 开 展 效 能 评 价 等 举 措 ，

把“ 高 效 办 成 一 件 事 ”落 实 落 细 。

随 着 政 务 服 务 的 不 断 优 化 ，我 省 涌 现 了 不

少“ 高 效 办 成 一 件 事 ”的 生 动 案 例 。 如 教 育 入

学“ 一 件 事 ”，我 省 研 发 集 学 籍 、户 籍 、房 产 、婚

姻 、租 赁 、学 位 等 信 息 比 对 、查 询 、申 报 于 一 体

的 智 能 系 统 ，将 人 工 审 核 转 化 为 实 时 智 能 核

验 ，将“ 群 众 跑 ”变 为“ 数 据 跑 ”，将“ 反 复 跑 、多

头 跑 ”变 为“ 一 件 事 一 次 办 ”。 家 长 办 理 孩 子 入

学 手 续 最 快 47 秒 就 能 通 过 系 统 获 取 学 位 。

不 过 ，人 民 群 众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 永 无 止

境 ，这 意 味 着 政 务 服 务 没 有 最 好 ，只 有 更 好 。

我 们 期 待“ 高 效 办 成 一 件 事 ”持 续 扩 容 ，更 期 待

全 省 各 地 各 部 门 结 合 实 际 ，多 办 顺 民 意 、惠 民 生 、暖 民 心 的

实 事 ，积 极 探 索 各 类 特 色 利 企 便 民 服 务 ，让“ 高 效 办 成 一 件

事 ”在 赣 鄱 大 地 遍 地 开 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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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 强
实习生 刘苏鹃 符媛爱

为 了 让 孩 子 们 度 过 一 个 平 安 充 实 的 暑 假 ，日 前 ，铜 鼓 县

温 泉 镇 邀 请 南 昌 大 学 共 青 学 院 的 大 学 生 志 愿 者 来 到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站 ，开 展 书 法 、手 工 、绘 画 、音 乐 等 教 学 ，吸 引 了

众 多 孩 子 参 与 。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 璋摄

7 月 21 日，看着鄱阳湖水位逐渐下降，

南昌县蒋巷镇大田农社的种粮大户们脸上

的愁云也在消退：“赖”在农田 20 多天的野

生麋鹿，该返回湿地“老家”生活了吧！

从 6 月 26 日起，原本在鄱阳湖湿地栖

息的野生麋鹿闯入南昌县蒋巷镇的稻田。

随着麋鹿数量增多、活动范围扩大，麋鹿致

害行为频发，让当地种粮大户大伤脑筋。

“吃一点稻谷倒也没什么，但它们在结

满稻穗的田里来回狂奔，所到之处稻子大

面积倒伏。”蒋巷镇大田农社相关负责人喻

莹无奈地说，麋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打

不得也赶不得，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们在稻

田里搞破坏。

“此时的稻谷已灌浆，略有甜味，成了

麋鹿近段时间的主食。”南昌市野生动植物

保护中心副主任曾卫东介绍，蒋巷镇临近

鄱阳湖的区域，是一片广袤的农田，基本无

人居住。7 月初，野保部门监测发现，共有

31头野生麋鹿在该区域活动。

这些麋鹿从哪儿来？2018 年 4 月，有

关部门在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放生了 47
只麋鹿。麋鹿被野放后，栖息区域主要集

中在鄱阳县银宝湖、莲湖和双港等沿湖乡

镇湖区的草洲上、滩涂边。湖区雨量充沛，

水草丰美，很适合麋鹿生长和繁殖。

曾卫东表示，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麋鹿

原栖息地因鄱阳湖水位上升被淹没，迫使

它们进入滨湖地区的农田活动。

“有吃有喝，而且人为干扰少，这些麋鹿

到达蒋巷镇的农田后，就‘赖’在这里不走

了。”曾卫东说，麋鹿早晚有规律地在湖区和

稻田之间往返，最重的麋鹿有 300 公斤，破

坏力不小。每年六七月是麋鹿产仔期，当地

村民发现，其中一头母鹿在稻田里产仔了。

麋鹿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法律明确规

定不能猎杀。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农民

的财产安全如何保护、经济损失由谁来承担？

近年来，我省多地推行野生动物致害

救助（责任）保险机制，与保险公司合作，由

政府投保，将域内野生动物致害纳入救助

保险范围，出现野生动物致农作物受损等

情况，保险公司及时理赔，让农户不再吃

“闷头亏”。

2020 年 3 月，原南昌市湾里区还在全

省率先推行由政府出资的野生动物致害救

助保险机制。此后，广昌、遂川、彭泽等地

纷纷推行野生动物致害责任保险机制。

蒋巷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保障麋鹿

安全，该镇成立了巡查小组，详细记录观测

麋鹿种群数量，同时针对麋鹿踩踏农户稻

田的情况，对接保险机构派员定损，核实麋

鹿致害农田面积，通过野生动物致害责任

保险，为受损农户提供补偿。

喻莹说，目前该农社有 500 亩稻田遭

到麋鹿破坏。7 月 18 日，对接的保险机构

对麋鹿损害的稻田进行了现场查勘。

曾卫东表示，随着鄱阳湖水位下降，

部分滞留在蒋巷镇的麋鹿开始返回栖息

地。但 7 月 18 日的监测显示，仍有 13 头麋

鹿在蒋巷镇西舍村附近的农田活动。他

们将继续委托附近乡镇干部及时关注麋

鹿的活动范围，尽量避免麋鹿进入农田对

农作物造成损害，同时会积极对接上级部

门，努力争取生态补偿专项资金，弥补农

户的损失。

近日，一辆辆满载贡米的货车驶出石

城县高田镇贡米基地，今年以来，该镇贡米

基地累计接待客商、游人 5000 余人次，销

售贡米、鸡蛋等农副产品近 600 万元。这

是该镇通过“万企兴万村”助力产业振兴的

一个缩影。

盛夏时节，记者走进高田镇礼地村贡

米基地，稻田和贡米加工车间一片忙碌。“现

在每天有 20多人在基地务工。”基地负责人

吴金文一边干活一边说，“今年的丰收得益

于科学的种植技术和精心的田间管理。”

“万企兴万村”行动是国家为了推动乡

村振兴实施的一项重要举措。在高田镇，

这一行动得到了积极响应和生动实践，吴

金文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从 2017 年至今，

他先后投资 2000 多万元，创办了江西高田

生 态 农 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通 过“企 业+农

户”的形式，带动 132 户农户种植贡米 2000
余亩，户均年增收 5000 元，带动村集体年

增收 15 万元。该基地生产的贡米先后获

得欧盟有机产品认证、中国地理标志产品

认证和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认证，贡米生

产加工基地入选国家级科技小院，吴金文

也入选全国百强乡土人才。

“我在黄柏村承包了 30 亩土地种植贡

米，现在贡米每斤收购价格较普通稻米高，

每亩可增收 500 元，平时还在公司担任管

理，去年收入突破 10 万元。”“90 后”新农人

熊海平笑着说，现在企业发展前景好，只要

努力跟着干，就能过上好日子。

这不仅是他的创业梦，更是带动当地

产业振兴的“金钥匙”。

企业进入乡村，通过发展生态农业带

动村民就业增收，为产业振兴注入了新的

活力。高田镇深挖“万企兴万村”的聚合作

用，整合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推动当地产

业升级和集群发展，不断提高农产品的附

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带动农民增收。

麋鹿群“赖”在稻田里
南昌县蒋巷镇将通过保险理赔和生态补偿挽回农户损失

管好激光笔 让儿童不受伤害
——一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编制背后的“江西力量”

由于不了解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俗称激光笔）的危害，近年来，儿童玩激光笔引发眼睛损伤甚至失明的事件时有发生。7月17日至
18日，备受关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项目《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技术审查会在吉安市举行。这标志着激光指示器强标编
制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有望近期出台。鲜为人知的是，江西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公益爱心人士、医学专家等以及有关部
门，对编制该项强标，起到了关键推动作用。“原本，国家编制一项强标至少需要5年，但是激光指示器强标一路绿灯，预计3年可以出台。”
通过编制该项强标，全国光辐射安全和激光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TC284）秘书长戚燕对江西赞不绝口，称锲而不舍的“江西力
量”令人肃然起敬。

与 会 人 士 共 同 探 讨 如 何 管 好 激 光 指 示 器 。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 强摄

企业入村兴产业

村 民 脸 上 洋 溢 着 丰 收 的 喜 悦 。

本报全媒体记者 蔡颖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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麋 鹿 群 在 稻 田 里 穿 行 。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黎明摄

7 月 21 日 ，在 会 昌 县 文 武 坝 镇 凉 舟 村 ，蔬 菜 大 棚 依 次 排

列 ，与 河 流 、群 山 、村 庄 构 成 一 幅 生 机 勃 勃 的 夏 日 画 卷 。 近

年 来 ，该 县 积 极 对 接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推 动 农 特 产 品 走 出 去 ，

实 现 农 业 增 效 、农 民 增 收 。 本报全媒体记者 曹章保摄

萍 乡 市 安 源 区 青 山 镇 早 稻 陆 续 进 入 收 割 期 ，田 间 地 头

一 派 丰 收 景 象 。 图 为 7 月 18 日 ，当 地 农 民 驾 驶 收 割 机 抢 收

早 稻 。 本报全媒体记者 赵 影摄

本报全媒体记者 蔡颖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