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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你你知知道道朋朋友友圈圈卖卖美美瞳瞳违违法法吗吗
济南市将开展医疗器械专项整治

““成成都都女女司司机机被被打打””上上济济南南驾驾考考讲讲堂堂
去年至今已有近24万人接受领证前教育学习

本报5月6日讯（记者 王兴
飞 实习生 戴杰） 近日，成
都一名女司机被打在网络引发
热议，事发后48小时即引发大众
舆论的逆转。尽管女司机被打事
件至今尚未降温，但这一案例已
被纳入到济南驾考科目三安全
文明知识考试的讲堂中。

“当天发生的热点，第二天
就会纳入到科目三安全文明知
识考试的教学中。”济南市车管
所宣传科副调研员侯登安介
绍，交通方面的舆论焦点往往
能引起驾考学员的普遍关注，

能让交通安全理念更深入人心。
“领证前的教育是学员拿驾

驶证的最后一关，关系到将来他
们是马路杀手还是一个合格的
交通参与者。”侯登安介绍，开展
新驾驶人领证前的教育工作是
公安部要求的必须环节，但事实
上，如何开展这一工作，全国并
没有统一的课件和统一的模式。

在有限的30分钟教学时间
里，让驾考学员记住最多的安全
知识是这一环节面临的最大难
题。济南市车管所的民警们在教
学内容和教学手段进行了创新，

这让很多新驾驶员记忆犹新。
“我记得那个讲课的民警，

他幽默风趣，大家叫他‘侯哥’，
他让我记住了‘135’、‘246’，那
一堂课我们看小品、听顺口溜、
还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连高大上的《维和警察安全驾
驶知识》都有。”市民王希凤上
个月刚拿到驾驶证，成为新驾
驶员的那一刻，她觉得很幸福。

“我把‘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当
做我这名新驾驶员的座右铭。”

侯登安介绍，“135”指的是
济南交警提倡的“1公里步行、3

公里自行车、5公里公交车”绿色
出行理念，“246”则是车管民警
归纳的合格驾驶人需要秉持的
文明交通的理念和习惯。“一堆
文件谁看都会头疼，要想着法儿
让人记住才是根本。”

随着“路怒族”的出现，怎样
预防新驾驶员中出现新一批路
怒族一直是车管民警关注的话
题。“路怒是因为个人性格和交
通环境的综合影响下出现的，我
们向学员讲解防御性驾驶的理
念，引导他们正确面对交通拥
堵，摆正心态，教育他们如何做

好交通出行方案。”侯登安说，民
警在教学中还引入社会上新近
发生的路怒族热点事件让学员
各抒己见。

据了解，目前在济南驾驶人
领证前的教育工流程分为六部
分：考试合格、观看警示片、讲授
安全文明知识、合唱《驾驶人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集体宣誓和民警
教员讲话。设置在济南市西郊的
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场日均考生
800余人，民警每天授课5—6场
次，2014年至今已有239000余人
接受领证前的教育学习。

记者从济南市医疗
器械整治2015行动动员
部署会议获悉，济南市将
开展医疗器械“五种产品
一种行为”的专项整治，
即针对装饰性彩色平光
隐形眼镜（美瞳）、避孕
套、定制式义齿、体外诊
断试剂、一次性使用无菌
医疗器械，体验式经营医
疗器械行为的专项整治。

业内人士透露，正规美
瞳三层，两层薄片把有色片
包起来，而廉价美瞳只有两
层，这对眼角膜的伤害很大。

本报记者 林媛媛 摄

本报记者 王皇

经营避孕套也得备案

近日有不少生产劣质、仿
冒避孕套的黑作坊被曝光，劣
质避孕套起不到避孕、预防艾
滋病传染的效果甚至对身体有
害。劣质避孕套从生产环节流
向市场销售环节，不少购买者
难辨真假优劣。不少经营者销
售避孕套并未按照法律规定到
食药部门进行备案。

今年将检查避孕套生产企

业，重点整治降低生产条件、擅
改标准、未经检验或未按规定
检验即放行产品等行为。发现
质量可疑产品，立即抽样送检。

在流通环节，将重点整治没
有备案凭证、经营无证产品的行
为。“重点检查避孕套经营者是
否持证经营、避孕套产品是否具
有注册证。发现可疑产品，立即
抽样送检。整治在5月底前完

成。”上述负责人说，根据《医疗
器械监督管理条例》，未按规定
备案的，由县级以上食药监督管
理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
正的，向社会公告未备案单位和
产品名称，可处1万元以下罚款。

去年6月1日开始施行的修
订后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
例》要求经营避孕套要向食药
部门备案。

济南今年将首次抽检美瞳

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
（美瞳）已经受到不少爱美人士
的追捧。目前多在眼镜店销售，
价钱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
但在不少夜市、小饰品店、小商
品店，也有一些廉价美瞳在售，
有的直接标出5元一个、10元一
个的低价，招揽顾客。

据济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装饰性
彩色平光隐形眼镜（美瞳）直接
接触角膜，按照风险类别较高

的第三类医疗器械进行管理。
在上市前需要通过安全性、有
效性的评价，获得医疗器械注
册证后方可生产、销售和使用。
生产厂家需要取得医疗器械生
产许可。而经营的商家也必须
取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

记者从济南市食药监局官
网查询到，目前已获得医疗器
械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为Ⅲ
类医疗器械的眼镜店有401家。

根据有关规定，无证经营、

经营无证产品货值在1万以上
的，按照货值的10—20倍进行处
罚，货值不足1万的处5—10万罚
款。“今年济南将抽检20批次美
瞳。”该负责人说，这将是济南市
首次对美瞳产品进行抽检。

“朋友圈卖美瞳如果没有
取得医疗器械许可就属违法。”
上述负责人说，经营美瞳的眼
镜店都必须取得许可，而朋友
圈以个人名义销售美瞳是无法
获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的。

进医疗体验店

先看公示牌

济南市内不少社区都有
进店体验医疗器械的健康体
验店，不少中老年人喜欢体
验后购买其中的产品。

去年济南在全国首创
“医疗器械安全公示牌”，要
求经营者公示店内医疗器械
经营许可证和医疗器械产品
注册证。

此次针对体验式经营行
为的专项整治就重点检查是
否按要求悬挂公示牌，是否
持证经营，以及宣传材料是
否夸大宣传等。

食药部门将针对医疗器
械体验店、有健康诊疗名目
的体验店内无证经营或经营
无证医疗器械进行处罚。但
销售后，购买者体验不满意
需要退货的纠纷则不在食药
部门监管范围内。

有关部门在此提醒市民
购买时要多加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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