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丰台区广告类投诉举
报再现新高， 仅12315投诉举报
中心数据库中广告类投诉量达
1626件 ， 举 报 428件 ， 分 别 为
2014年的20.07倍和3.72倍。 （数
据以前一年11月21日至当年11月
20日进行统计）， 通过数据分析
得出， 2017年广告类投诉举报呈
现如下特征：

一、 比重持续增加。 2014年
至2017年广告类投诉举报占同期投
诉举报总量比重持续增长 。 2017
年 12315投诉举报中心数据库中
广告类投诉占投诉总量的20.5%，
较2014年占比增长865.17%，广告
类举报占举报总量的 12.2% ，较
2014年占比增长79.5%。

二、 涉及领域广泛。 2017年
广告类投诉商品共计1443件、 服
务183件， 举报商品377件、 服务
51件， 涉及商品或服务类别分别
包括25种及21种， 且分布较为分
散， 但逐步呈现以人民群众利益
紧密相关为主的趋势。 2017年食
品类投诉131件， 医疗和医疗用
品11件 、 农用生产资料类1件 ，
累计占投诉总量的8.79%。

三、 违法类型单一。 2017年
广告类投诉违法类型主要包含两
类 ， 一是虚假违法广告 ， 共计
1370件， 二是使用数据、 统计资
料、 文摘引用等未标明出处256
件。 举报违法类型主要为虚假违
法广告304件， 其他类型124件。

四 、 以第三方平台为主 。
2017年广告类第三方平台投诉1612
件， 占广告类投诉总量99.14%，
第三方平台举报402件， 占广告
类举报总量94.39%。

结合上年度广告类投诉举报
呈现的特征， 丰台工商分局制定
措施， 贯彻 “完善审核机制、 统
一执法标准、 加强焦点分析” 原

则， 以此降低履职风险， 提升工
作效率：

其一， 完善审核机制。 工商
管理部门应在举报分派各辖区办
案单位前， 由广告专业人员对举
报内容提出建议性指导意见， 办
案单位应就处理困境积极与相关
科室沟通， 回复内容需经广告、
法制科室审核方可寄出。

其二， 统一执法标准。 指导
各办案单位严格遵守案件管辖及
查办原则， 统一执法标准及处罚
裁量， 坚持广告案件查办的及时
性、完整性、规范性和合法性，避
免遗漏违法主体，确保查处到位。

其三， 调整监测重点。 根据
上年度数据分析得出的涉及领域
逐步呈现以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
关为主的趋势， 丰台工商分局广告
科将及时调整2018年监测重点。

其四， 加强焦点分析。 对投
诉举报相对密集且专业性强的领
域，如针对保健食品、保健用品、
药品、医疗器械、医疗服务等重点
领域的违法广告的特有的如含有
不科学地表示产品功效的断言或
者保证 、 渉及功能主治及适应
症、 夸大或虚构治疗功效等违法
特点分门别类进行专题性研究，
为办案单位提供指导性意见。

（张珑）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盛盛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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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从一一碗碗腊腊八八粥粥开开始始

酒后多吃 种食物
加速身体恢复

■健康资讯

多措施提升
辖区广告监管效能

丰台工商分局腊八为何要喝粥

腊八节指农历腊月 （十二
月） 初八这一天。 在我国， 这一
天会有不少传统习俗登场。 其中
包括喝腊八粥、 泡腊八蒜。 虽然
直到现在人们仍保持着腊八节喝
腊八粥的习俗， 但是对于为何要
喝粥， 却不得而知。

腊八粥也叫 “七宝五味粥”。
农 历 腊 八 ， 古 人 有 祭 祀 祖 先
和神灵、 祈求丰收吉祥的传统，
一些地区有喝腊八粥的习俗 。
最早腊八粥是供穷人食用， 到了
年底穷人没有吃的东西 ， 将锅
盖、 缸沿打扫出的剩米煮成粥
喝 ， 慢 慢形成习俗 ， 最终传到
官府、 宫廷和寺庙。 据了解， 我
国喝腊八粥的历史差不多已经
有一千多年。 宋代开始， 当时一到
腊八， 家家户户都会做腊八粥。
而到了清朝， 喝腊八粥的风俗非
常盛行。

此外 ， 有俗语 “腊七腊八 ，
冻掉下巴 ”， 所以在腊八这天 ，
家家户户喝腊八粥， 为的就是以
防下巴被冻掉。 民间也有把腊八
粥叫做 “防风粥”， 据说喝了这
粥， 可以御寒。

关于腊八粥不同地方也各具
特点。 比如， 地处北方的山西，
这里的腊八粥又称八宝粥， 以小
米为主， 附加以豇豆、 小豆、 绿
豆、 小枣、 黏黄米、 大米、 江米
等食材。 还有在甘肃， 传统煮腊
八粥用五谷、 蔬菜， 煮熟后不仅
会给家人享用， 还会送给邻里，
还要用来喂家畜。 而在南方， 比
如江苏吃腊八粥分甜咸两种， 煮
法一样。 区别只在于咸粥会加青
菜和油。

熬粥食材有讲究

腊八节前， 记者来到几家超
市探访。 在杂粮货架前， 不少人
正在挑选熬制腊八粥的食材。 关
于腊八粥的配料， 不同的地方也
有不同的组合。 刘芳也根据常用

的几种食材， 介绍了各自的营养
作用。

“谷物类， 比如糯米、 薏米
会常常用到腊八粥中。 这两种食
材的作用可不少 。” 刘芳介绍 ，
糯米具有温脾的作用。 “很适合
脾胃不适的人群， 也适合小孩和
老年人食用。 同样， 薏米可以健
脾祛湿， 对脾也很有益。”

而 腊 八 粥 的 另 外 一 个 食
材———花生， 采访中， 不少人对
它还有着一些认识误区。 “我以
前总认为花生不易消化， 特别是
肠胃不好的人不易多吃， 容易胀
气。” 正在挑选腊八粥食材的顾
客赵女士说。

对于赵女士的疑问， 刘芳也
给出正确的解释， 她说： “其实
花生具有健脾胃的作用， 但是很
多人认为花生这样的豆类， 或者
是很多果仁类食材不容易消化，
主要是因为没有煮烂。 所以熬制
时， 还是要掌握好烹饪时间， 不
能熬制的过短。”

红豆、 板栗还有红枣也是腊
八粥中的重要食材， “这些食材
也对人身体很有帮助 ， 很有营
养。” 刘芳一一列举道： “拿板
栗来说， 它具有强壮筋骨、 健脾

益气的作用。 红豆不仅利于补血
而且祛湿消肿， 同样补气补血的
还有红枣， 对于气血两虚的人可
以起到很好的食疗作用。 而核桃
不仅可以乌发， 还可以健脑， 延
缓衰老。”

美味也有禁忌

“腊八粥也不是所有人都能
喝。” 采访中， 对于美味的腊八
粥， 人们都很喜爱。 但是很多人
却很少关注这道美味食用需要注
意的地方。 对此， 刘芳也做了特
别的提示。

“腊八粥对两种人还是建议
不喝或者是少喝的， 其一是血糖
较 高 的 人 群 。 ” 刘 芳 解 释 道 ，
“因为腊八粥中的食材比较多 ，
还有一些比如花生的食材需要熬
制 到 烂 的 程 度 ， 所 以 这 时 的
粥 会 变得比较黏稠 。 而这样的
状态 ， 很容易造成血糖较快升
高。 除去血糖较高的人群， 肾功
能不好的人也建议不喝或者是少
喝腊八粥。”

刘芳还提示喝粥的时间也很
有讲究。 “一天中， 还是建议大
家 中 午 和 晚 上 喝 粥 ， 不 太 建
议 早上喝粥 。 如果早餐喝粥 ，
建议先吃些主食或者是蔬菜， 这
样再喝粥就不易造成血糖的快速
上升。”

此外， 喝粥的量不易过多 。
“因为豆类、 果仁这些热量高的
食材不易消化和吸收， 容易造成
胀气的现象发生。” 刘芳说。

对于美味的腊八粥， 不少人
喜欢在食材上变化 。 对于这种
“改良” 刘芳推荐： “比如气血
不好可以加些桂圆、 枸杞。 不喜
欢甜味的人， 还可以加些羊肉、
鸡肉或者是小油菜， 将味道变为
咸味的粥。 加青菜的做法可以让
膳食纤维发挥作用 ， 起 到 润 肠
通便的效果 。 再有还可以加些
燕麦 ， 这样不易让血糖快速升
高。 总之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身
体情况， 来对腊八粥做适当的改
良即可。”

亲友聚会或应酬场合或多或
少都会喝一些酒， 少酌两杯对身
体有益， 但过量喝酒或者喝醉，
对身体自然会有负面影响了。 如
果酒喝多了， 应该在酒后给身体
补充营养， 促进身体的恢复， 多
吃以下3种食物：

葡萄
新鲜葡萄中含有丰富的酒石

酸， 能与酒中乙醇相互作用形成
酯类物质， 降低体内乙醇浓度，
达到解酒目的。 同时， 其酸酸的
口味也能有效缓解酒后反胃、 恶
心的症状。

蜂蜜
蜂蜜中含有大约35%的葡萄

糖、 40%的果糖， 这两种糖都可
以不经过消化作用而直接被人体
所吸收利用。 研究证明， 蜂蜜对
胃肠功能有调节作用， 可使胃酸
分泌正常， 减少反胃酸、 呕吐 。
喝酒后泡点蜂蜜喝， 能够加速酒
精排出体外。

酸奶
喝高了喝点酸奶， 能保护胃

黏膜， 延缓酒精吸收。 由于酸奶
中钙含量丰富， 因此对缓解酒后
烦躁症状尤其有效。 （王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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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农历腊八。 俗话说 “过了腊八就是年”， 每年此日， 人们开始准备年货， 打扫房屋，
祈福迎春。 此外， 家家户户还会做腊八粥、 腌腊八蒜。 在这寒冷的冬季， 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
腊八粥， 不仅满足口感更能让身体也跟着暖起来。 那么这道传统美食对人身体有哪些益处？ 哪
些人适合喝它？ 喝腊八粥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为此， 记者采访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
院营养科主任刘芳， 了解腊八粥背后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