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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真是太方便了，在家门口就能吃到可口

的饭菜！”在北京市安河家园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时至正午，餐厅内热闹而有序，排队等候就餐的老

人络绎不绝。正在吃饭的老人们围坐在餐桌旁，

边吃边聊家常。

“我住在安河家园六里，走过来就5分钟。之

前没有养老餐桌，自己做一顿饭得吃好几顿，这下

天天都能吃上热乎新鲜的饭菜了。”73岁的漆阿

姨说。

这个位于北京海淀北部、最近上新的养老助

餐点，是北京大力推进老年助餐服务的一个缩

影。据北京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郭汉桥介

绍，近年来，北京大力完善助餐服务体系，推动城

六区51家400平方米以上养老驿站转型升级、开

办社区餐厅，鼓励社会餐饮企业参与养老助餐，目

前已累计建成运营养老助餐点2256家。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达到 2.97 亿，占总人口比重达到

21.1%。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高龄老人数

量持续增长，面临着做饭难、吃饭难的问题，助餐

服务已成为老年群体排名靠前的服务需求。

围绕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各地结合自身

财力和实际情况，积极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

共建共享的老年助餐服务网络。

在江西，目前已建设日间照料中心4234家，

覆盖90%以上城市社区。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建

成城市老年助餐点1700个，具备助餐功能的农村

互助养老点9300个。

让老年人在家门口享受幸福“食”光，山西明

确将老年助餐服务列为各级政府的重要民生工

程，积极推进健全老年助餐服务设施、发展老年助

餐服务。

优化和扩大养老服务供给，既帮助老年人和

子女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提高生活品质，也孕育

着服务消费的新机遇。围绕进一步创新老年助

餐服务形式，近年来，各地因地制宜地开展了多

项探索。

拓宽老年助餐的社会参与度。上海黄浦区积

极推动实施企业职工职业培训补贴政策，“线上+

线下”措施齐发力，解决职工职业技能培训难题、

整体提高烹饪水平和服务水平。与此同时，街道

也在社区食堂功能方面与周边社区、商家、企业、

社会组织等共建单位协作，赋能茶咖等项目融入

社区长者食堂，让居民暖心餐“进阶”为多功能的

休闲餐。

打通老年助餐“最后一公里”。杭州西湖区以

西溪街道作为老年助餐服务试点，探索联合外卖

平台构建老年食堂数字化新链路的模式，推动实

现老年助餐服务全覆盖。

“今天共有70多位老人订餐，要抓紧做好准

备。”在西溪街道乐时坊老年食堂，周阿姨正在每

一份盒饭上标记老人姓名，方便送餐小哥即取即

走。5分钟后，小哥们如约而至。“今天我要给20

位老人送餐，1个小时内必须全部送达。”一位送

餐小哥正快速地把盒饭装进送餐车后座保温箱。

据民政部介绍，各地在老年助餐工作实践中，

因地制宜发展出了“养老机构+助餐”新形式，过

去养老机构的餐饮服务只管机构内的老人，现在

通过拓展功能，可以向社会上的老人提供助餐服

务，很好地利用了现有资源。

还有“社会餐饮+委托服务”“中央厨房+专业

配送”“线上平台订餐+线下送餐”“餐桌+课桌”等

老年助餐模式。有些老年食堂，吃饭时桌子是餐

桌，饭后又变成了课桌，向老年人普及健康知识，

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养老选择。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3亿元引导资金，支持发

展老年助餐服务。”近日，民政部副部长唐承沛在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一些地方已经形成了

15分钟老年助餐服务圈，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便捷的助餐服务，助餐模式日益丰富。下一

步将有序推动老年助餐服务扩面提质增效，重点

服务高龄、空巢、独居、失能等特殊困难老年人就

餐刚需。 ■据人民网

老年助餐服务扩面提质
一碗热饭吃出“幸福晚年”

2020年6月16日，《化妆品监督

管理条例》发布，规定牙膏参照有关普

通化妆品的规定进行管理。牙膏备案

人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进行功效

评价后，可以宣称牙膏具有防龋、抑牙

菌斑、抗牙本质敏感、减轻牙龈问题等

功效。

2023年，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牙

膏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已

于2023年12月全面施行。针对牙膏

市场上存在的功效宣称混乱问题，办

法界定了牙膏的边界，同时对宣称防

龋、抑牙菌斑、抗牙本质敏感、减轻牙

龈问题等牙膏产品的功效宣称用语进

行严格限制，以遏制牙膏违法宣称情

况的发生。

办法明确规定，非牙膏产品不得

通过标注“牙膏”字样等方式欺骗误导

消费者；牙膏标签不得明示或者暗示

具有医疗作用的内容、虚假或者引人

误解的内容；牙膏的功效宣称应当有

充分的科学依据。

在采访中，多家牙膏企业表示，办

法促使行业加快了转型升级的步伐，

并加强了与监管部门的沟通，强化了

产品宣传的科学性与真实性。

业内人士认为，针对虚假、夸大宣

称等问题，企业要落实主体责任，管理

部门要加大功效宣称管理力度，包括

媒体在内的相关机构也应该加强科普

宣传，让消费者理性认识和购买、使用

牙膏。只有社会各方共治，才能构筑

一个产业良性发展的健康生态。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口

腔科主任王成龙在采访中说：“市场

上牙膏品牌众多，但核心有效成分却

大同小异。我们一般推荐使用含氟

的牙膏，因为氟化物对于牙齿矿化是

有帮助的。消费者应理性选择，关注

牙膏的有效成分，而非盲目追求高

价。”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田润

苏律师提醒消费者：“在购买牙膏前，

要仔细阅读产品说明和成分表，了解

功效是否与广告宣传内容相符。”他建

议，对于明显夸大、不实甚至虚假宣传

的牙膏产品或假冒牙膏产品，消费者

可保留证据，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举

报或提起诉讼，维护自身权益。

■据新华网

牙膏乱象调查:

价格越来越贵
功效真真假假

近年来，牙膏价格不断上涨，过去几块钱一支的牙膏现在动辄几十块，甚至上百元，让许多消费
者直呼“刷不起”；在电商平台，一些牙膏产品大肆宣称具有消炎、止血、抗过敏、治牙周炎等功效。

昔日物美价廉的牙膏为何变得如此奢侈？让人眼花缭乱的功效真的有效吗？

价格迷雾：越来越贵

记者走访了北京市朝

阳区多家超市和生活用品

店，发现牙膏的价格普遍

在每支10元以上，其中20

元至50元单价的产品占据

约八成。宣称具有美白、抗

敏功效的牙膏售价多在50

元到100元不等，一些进口

高端牙膏价格每支甚至超过

200元。

电商平台上的牙膏种类

更加丰富，价格从20多元至

200元不等。以淘宝为例，当

月销量第一的为某品牌美白牙

膏，90g规格每支价格80元。

中国口腔清洁护理用品

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4年8月牙膏/牙粉月度排

名前五的品牌云南白药、参半、

好来、高露洁、舒客的成交均价

基本在25元至50元，其中销量

排名第二的参半其成交均价在

50元至75元。

Wind数据显示，国家发改

委发布的 36 个大中城市普通

120 克左右牙膏的平均价格

2013年1月31日8.16元/盒，2020年

1月31日10.00元/盒，2024年3月31

日达到11.68元/盒。

“牙膏越来越贵”已经不是新鲜话

题。去年，新浪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

超过1亿。

尽管市面上牙膏种类繁多，但其

核心成分构成相对统一，主要包括摩

擦剂、润湿剂、增稠剂、甜味剂、表面活

性剂及香料等。其中摩擦剂占比在

40%-50%。据业内人士介绍，这些成

分在牙膏的价格构成中，占比并不高。

据上市公司登康口腔招股书，

2019年至2021年，该公司成人牙膏

(100克)的销售单价(出厂价)分别为

2.54元、2.55元、2.62元，同期单位成

本分别为1.53元、1.47元、1.50元。

“牙膏贵主要贵在营销推广上。”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向记者表

示，现在牙膏“美妆化”趋势越来越明

显，卷功效、成分、口味，品牌花在营销

推广上的费用占比越来越高。

调查发现，不少牙膏品牌选择与

知名明星、网络达人合作，甚至直接通

过短视频平台进行产品植入与营销，

这些手段虽然能够短期内拉动销量，

但也导致品牌的营销支出大幅增加。

同样以登康口腔为例，公开数据

显示，该公司2019年-2023年销售费

用 率 分 别 为 29.2%/25.8%/24.5%/

24.0%/28.1%。2024年上半年，登康

口腔营收超 7.03 亿元，销售费用达

2.12亿元，同比增长21.47%，远超同

期营收增速5.45%。

牙膏价格高，消费者是什么心

态？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超市和线上

购物平台的牙膏消费者。

“我是看了网上的广告和博主推

荐才买的这款牙膏，主打美白和抗敏，

用了之后确实觉得口腔清爽很多，但

牙齿并没有明显变白。”在北京西城区

某超市，一位正在购买某品牌牙膏的

消费者在接受采访时说。她坦言，虽

然知道高价牙膏的美白效果可能有

限，但出于对口腔健康的重视，仍愿意

买单。

与这位消费者类似，不少消费者

为美白、抗过敏等功效宣称所吸引而

购买。也有消费者抱怨，现在牙膏价

格确实越来越离谱了，牙膏购买频率

高，希望商家少一些花里胡哨，回归产

品本质。

功效宣传：真真假假 乱花迷人

除了价格迷局，牙膏功能的

宣传同样让不少消费者困惑。

宣称儿童牙膏“可吞咽”。在

黑猫平台上，记者注意到多名消费

者投诉，他们通过线上及线下渠道

购买的儿童牙膏产品被宣传为“可

吞咽”。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

定》的第十三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儿

童化妆品的标签上不得标注“食品

级”“可食用”等词语或任何与食品

相关的图案。

暗示治疗功效。一些牙膏在宣

传中与治疗牙周病等联系在一起，令

消费者以为该产品具有治疗作用。

某些牙膏声称拥有99%的幽门螺旋

杆菌抑制率。

在京东电商平台，一款标称到手

价400元的某套装牙膏，直接标称“幽

门螺旋杆菌牙膏”，已售出超过20万

套。用“幽门螺旋杆菌牙膏”搜索，则

出现更多类似宣传的“牙膏”或牙科分

离剂。

夸大功效。某电商平台上一款热

销牙膏，产品功能介绍称，“去牙结石、

清理牙垢、去黄美白”，还使用了“假一

赔十”“90%去牙结石”等表述。记者

向该店铺客服咨询产品的实际效果，

客服回应称，该牙膏用于某医院去牙

结石处方。当追问是否能提供具体的

效果验证报告或临床数据时，客服转

而提及其专利技术可在国际学术文献

中查阅，回避提供证据。

牙膏真的能去牙结石么？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的刘医生表

示，牙结石通常比较坚硬，很紧密地附

着于牙齿和牙龈表面，牙膏一般不能去

除牙结石。他建议，消费者应认清产品

真实功效，避免被夸大宣传所迷惑。

根据《牙膏监督管理办法》，牙膏

不能替代药品或医疗器械治疗口腔疾

病。“消”字号、“械”字号、“药”字号产

品均不属于牙膏的范畴，安全风险相

对较高的需要按照药品、医疗器械实

施严格监管。

而目前电商平台不乏“消”字号、

“械”字号产品当牙膏卖的情况。在阿

里健康大药房线上销售平台，记者发

现一款宣称“三天显著白牙”的“牙

膏”。经核实，该“牙膏”实为“械”字号

牙科藻酸分离剂。

专家指出，牙科分离剂与日常使

用的牙膏在成分、功效及适用范围上

存在显著差异，并不能作为日常口腔

护理的常规用品。若消费者长期将这

类产品当作普通牙膏使用，可能会对

口腔黏膜、牙齿及牙周组织造成不必

要的刺激或损伤。

共筑健康生态 让牙膏回归本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