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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社会对身高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一
些针对身高焦虑的人群推出的增高产品，正在互联网
上形成日益完整的产业链。据央视新闻报道，这些产
品甚至宣称不分年龄，只要使用，就能长高 5 到 8 厘
米。

央视记者调查发现，在某电商平台搜索关键字“增
高”，立刻会出现五花八门的增高产品，宣称“急速增高
17厘米”“骨骼再长技术”等。有的产品还披着基因检
测、国家专利“科学”外衣，蒙骗消费者。

一般而言，增高产品针对的都是未成年人，但现在
增高产品竟然不分年龄，也做起了成年人的买卖。这
显然违背基本科学常识，涉嫌虚假夸大宣传，应该及时
予以规范治理。

所谓增高产品，主要成分多是维生素、矿物质、蛋
白质等生长必需营养素，对骨骺线尚未关闭的儿童来
说，确有促进身体生长的作用。但这类增高产品再有
效，也必须符合生理规律。

对成年人来说，早有专家科普：骨骺闭合之后，长
骨（骨的形态的一种，呈长柱状者）便不再生长，人也就
没法长高了，这不是“刺激手段”所能解决的。所以，任
何宣称成年后还能长高的说法，都是伪科学。

需明确的是，国家相关部门从未审批过有增高功
能的药品，国家批准或者备案的保健食品保健功能中，
也不存在“增高”的保健功能。因此，市场宣称有增高
功能的药品、保健品都涉嫌虚假宣传。

对此，监管部门不妨针对增高产品市场乱象进行
一番专项整治。同时，以整治虚假宣传为切入口，斩断
违规增高产品产业链。当然，相关电商平台也需加强
对商家产品宣传信息的审核。

从以往案例看，一些不良商家的销售渠道并非正
规的电商平台或者线下实体经营场所，消费者即便发
现上当，也往往投诉无门。这就要求消费者自身树立
正确认知。相比身高，身心健康才是更重要的。

迟道华 来源：新京报

“成年还能再长8厘米”，增高也别忽悠人

据教育部统计，从 2022 年到 2024 年，全国考研报
名人数分别为457万、474万、438万。庞大的考研人数
催生了考研辅导等产业，但由于缺乏监管和无序竞争，
考研培训行业乱象丛生，许多考生深受其害。（10月8日

《新京报》）
譬如，一些打着“内部资源、私密人脉，合同保障、

确保高分，院系限额，欲报从速”旗号的所谓考研“保过
班”，收费动辄高达十几万元，但收完钱后便失联，承诺
的课程和服务全都落空，考生成绩也未见保障；有些培
训机构承诺“失败即退费”，但真正申请退费时却极其
困难，有的只退学费零头，有的甚至不退；还有一些纯
属骗局，如报道中提到的在电商平台开设“985考研”网
店，但锁定目标客户后，又引导其在其他平台接洽，最
终支付时则以扫码支付给个人。如此一来，双方既没
有电商平台上的交易证据，也没有任何合同，考生因此
陷入维权困境。

究其原因，这些所谓的考研培训机构的合法性本
身就存疑。教育部印发的《202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
生工作管理规定》明确指出，严禁招生单位内部任何部
门和工作人员举办或参与举办考研辅导活动。而《广

告法》第二十四条也明确规定，教育、培训广告不得含
有对升学、通过考试、获得学位学历或者合格证书，或
对教育、培训效果作出明示或暗示的保证性承诺。

至于“保过班”所声称的“优良师资”，更是一种虚
假宣传。其中很大一部分师资实际上是在校研究生，
他们的兼职辅导课时费不高，讲课的积极性与质量也
难以保障。还有培训机构宣称的“内部资源”，声称与
学院专业老师私下有联系，“保证”通过复试等，这些说
法早已被许多高校明确否认，与学校毫无关系。

面对考研培训行业的种种乱象，相关部门应严格
把关，加大整顿考研教育培训市场的力度，对于考研机
构的违规行为应加强治理，严格审核培训机构资质，杜
绝“保过班”乱象。广大考生更应提高认识，明白所谓

“保分保过”“私密人脉”不过是夸张的虚假宣传，增强
防范意识与维权意识，若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应坚
决拿起法律武器维权。

考研没有捷径，莫让“保过”忽悠。考研是人生的
重大事宜，只有勤奋努力才是真理。准备考研的学子
们应擦亮双眼，切勿被虚假宣传蒙蔽。

周荣光 来源：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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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撞拐”“斗拐”，可能会勾起很多80后、90后
的儿时回忆。如今，这个游戏有了新名字“脚斗”，并
作为传统体育项目在各地校园开展，受到学生们的喜
爱。

脚斗、武术、龙舟等活动为学校体育注入新活力，
让孩子们在强健体魄的同时，更加了解传统体育项目。

近年来，不少地方鼓励学校引进、推广传统体育运
动，形成了“一校一品”“一校多品”的学校体育发展新
局面。比如，北京市昌平区长陵学校在2019年引进了
脚斗运动，取得良好效果，目前已把脚斗纳入校本课程
和学校运动会。传统体育形式多样，丰富了校园体育
的“菜单”，使之更生动、更活泼、更有特色，形成良好的
体育氛围。

一直以来，各地都在努力为青少年体育提供更多
选择。中办、国办2020年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
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提出，认真梳理武术、摔
跤、棋类、射艺、龙舟、毽球、五禽操、舞龙舞狮等中华传

统体育项目。这些项目有很强的趣味性和实用性，容
易激发青少年的体育兴趣，帮助他们养成受益终身的
运动习惯。

传统体育进校园，还有利于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大
量体育形式，展现了勤劳勇敢和聪明智慧，形成了源远
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在校园中推广
传统体育，能够为发展青少年体育、增进学生全面成长
提供宝贵滋养。2023年，武术进校园试点工作启动，在
上海、福建、河南、湖北、广东、重庆、云南7个试点省份
推进。学生纷纷表示，通过参加武术运动，不仅锻炼了
身体、磨练了意志，也对传统体育项目有了更多更深的
理解。

从传统体育中，人们读懂乡愁，看到传承，见证创
新。当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热爱并投身其中，也必定能
让传统体育绽放出更迷人的时代光彩。

厉衍飞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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