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4月12日 星期六

编辑 张蕴 美编 热娜古丽 校对 崔文瑞 关注 5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赵丹丹 黄凯莹

从“过年三件套”到敖闰的
“裂空爪”，从“法式甲”到“中式
风”，从刷油涂胶到可穿戴……美
甲已成为不少消费者展示自我、
表达个性的“新刚需”。

然而，美甲变毁甲等糟心事
不时发生，一些爱美人士不仅丢
了“指尖美丽”，还搭上了指甲的
健康。

如何守护“指尖上的美丽”？
“新华视点”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美丽背后潜藏风险
前不久，广西南宁市民周小

怡发现，刚做两天的美甲“发霉”
了——透过厚厚的淡粉色延长甲
片，可以清晰看到指甲上长出黝
黑的霉菌。就医后医生告诉她，
这是因为甲片与指甲贴合不紧，
水分进入缝隙滋生了霉菌。

在一些医院皮肤科，类似的
患者并不鲜见。“我们科每天开设
七八个门诊诊室，每个诊室日均
至少有一两个患者因为美甲出现
问题。”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皮肤科
主治医师单百卉说，她遇到过指
甲变绿的、变灰的、发炎的、分层
的，甚至还有指甲整个掀翻的，

“还有不少青少年患者”。
记者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

搜索发现，“美甲变毁甲”“美甲后

出现问题”等话题浏览量超千万
次，上万人参与讨论。除了指甲
发霉、变绿，指甲红肿、变脆、泛血
丝等也是常见的讨论问题。

记者调查发现，美甲变毁甲
等问题的背后，是美甲越来越受
到消费者青睐，近些年美甲相关
企业大量出现，鱼龙混杂。

据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发布
的《2024－2029年中国美甲行业
市场投资策略及前景预测研究报
告》，中国美甲市场规模将以年均
复合增长率15％持续扩张，预计
2029 年市场规模突破 3000 亿
元。“企查查”数据显示，中国美甲
相关企业目前超过 220万家，约
三分之一成立于近三年。

业内人士透露，美甲市场火
热，但行业门槛较低，一些“美甲
工作室”没有经营许可，藏身于居
民楼间，甚至一个人、一个筐就能
上门服务。

有些不良商家凭借低价抢
占市场，使用劣质材料，卫生环
境较差，造成潜在风险。“美甲
的风险包括指甲损伤、甲分离、
甲沟炎、皮肤刺激，以及细菌、
真菌或病毒感染等，长期频繁
接触质量欠佳的指甲油、指甲
胶，还会增加患癌风险。”广西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
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馨予说。

记者体验揭秘：问题到底

出在哪？
近期，记者在多地实地探访

发现，不少美甲店的产品设备、卫
生环境、操作流程等隐患重重。

记者在一家美甲店看到，各
式甲油胶琳琅满目。美甲师表
示，这些甲油胶都是厂家直供，市
场上买不到。记者提出想要看一
下产品合格证，美甲师说，产品是
老板拿来的，“我们只负责用，不
知道合格证在哪里。”

前不久，上海市消保委对43
款美甲产品进行测评，结果显
示，有几款油性指甲油和甲油胶
中测出了一定含量的甲苯、乙苯
等挥发性有机物；含闪粉和亮片
的指甲油被检出多种重金属元
素，深红色指甲油中铬或镍的检
出浓度较高。

上海市消保委也对美甲灯
进行了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
检测的 20款常见美甲灯都不符
合国家电气安全标准。更为严
重的是，20 款美甲灯均存在紫
外光源安全风险，其中 18 款工
作时的紫外光源对皮肤、眼睛的
危险级别达到高危险级别。

商务部 2007年发布的美容
美发行业经营管理技术规范要
求，美甲服务应备有皮肤病顾客
的专用工具箱，美甲工具应采用
紫外线消毒，做到一客一消毒，或
使用一次性用品。

然而，记者实地探访多家美
甲店发现，不论是繁华商圈高大
上的独立门店，还是农贸市场内
的美甲作坊，美甲用品混用现象
都较为普遍。

记者周末到店体验时看到，
繁忙时段，多名美甲师混用美甲
工具，“你剪完我用，你磨完我
磨”，最多用湿巾擦一下，鲜有消
毒工序。当记者询问这些工具是
否需要“一客一消”时，一名美甲
师说：“请您放心，闭店之后我们
都会认真消毒的。”

“如果操作过程中没有经过
严格的消毒，那细菌、病毒、真菌
就会通过器械传播到其他人身
上去；尤其是如果修剪过程中破
皮了、出血了，交叉感染隐患就
更大。”张馨予说。

记者在多家美甲店体验时发
现，有的美甲师去死皮、打磨指甲
手法粗暴。在一家美甲店，美甲
师一轮操作下来，记者的指甲仿
佛“脱了一层皮”，有几处在修剪
死皮后出血，还隐隐作痛。

长春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
治医师王淑晶表示，死皮能起
到保护软甲的作用，不建议过
度修剪。打磨时磨掉的是指甲
的角质层，即指甲的物理屏障，
过度打磨容易引发创伤性甲剥
离等多种甲病。

健康与美丽能否兼得？

美甲行业快速发展、消费群
体日益扩大，如何守护“指尖上的
美丽”？

记者调查发现，现实中，不少
美甲店经营不规范，一旦出现美
甲问题纠纷，消费者往往维权困
难。“美甲师不承认是她们操作
不当，反而说是我自己损坏了甲
片，只承诺等我指甲好了再免费
给我做一次。”周小怡无奈地说。

广西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唐楚尧建议，有关部门出
台强制性标准和规范，加强监管，
指导行业协会对美甲商家定期
评星评级，为消费者选择美甲服
务提供有效参考；同时加大从业
人员的培训力度，推动行业自
律，促进美甲行业健康发展。

多位医生建议，加强健康科
普宣传，引导消费者树立健康美
甲、理性美甲的观念。单百卉
等医生提示，每次美甲至少应
间隔一个月至一个半月，给指
甲充分的休息时间；一旦发现
指甲出现变色等异常情况应及
时就医，千万不能为了一时的
美丽影响身体健康。

“随着健康美甲需求的不断
增长，只有更安全、更卫生、更规
范的美甲服务，才能赢得消费者
的信赖和口碑。”广西美甲标准
专业委员会副会长黄谢丹说。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如何守护“指尖上的美丽”？

□新华社记者 刘振坤

连续四年跻身全国县域经济
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2024年
经济增速达6.7%，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总量升至河南省第四位……

晋冀豫三省交界的林州，地
处太行山腹地，曾以“不认命”的
豪情改写缺水宿命，把红旗渠精
神的大旗插在了太行之巅。如
今，又以“不服输”的魄力塑造产
业高地，将山多地瘠、资源匮乏
的穷县改头换面。

三大产业“富太行”
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

院……在这些耳熟能详的国家
级工程建设中，都有林州人的身
影。2024年，林州市建筑业总产
值687亿元，同比增长11.5%。

作为“人工天河”红旗渠的故
乡，修渠十年，为林州培育了无数
能工巧匠。改革开放后，建筑业
让林州人饱了肚子、挣了票子、换
了脑子、有了点子，走出了致富的
新路，也为林州赢来了“中国建筑
之乡”的美誉。

经过多年发展，林州以“三个
60％”总结建筑业的贡献：60％
的农村强壮劳动力从事建筑工
作，60％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来自
建筑业，60％的居民储蓄存款来
自建筑业。

目前，建筑业、工业和文化
旅游业并称为林州市的三大支
柱产业。

“起步，与世界同步”是河南
光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目
标。这家林州本土培育的高新技

术企业，主营电子级玻璃纤维材
料，立志要在太行山下建起一个
世界级的“微米世界”。

细若蚕丝的纱线快速穿梭，
车间内生产紧锣密鼓。公司董事
长李志伟介绍，光远新材从无到
有，追赶电子纱、电子布生产的世
界先进水平，从跟跑、到并跑、到
超越，用10年时间在红旗渠畔做
强了电子新材料产业。

数据显示：2024年，林州市
二产投资同比增长 57.2%，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8.3%，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5%。

今年清明假日期间，红旗渠
畔人流如织，大型实景演出《太
行·红日》成功首演，为红色旅游增
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震撼的声
光电效果、精彩绝伦的舞蹈编排、
动人的剧情演绎，生动再现了当
年十万人民战太行的壮丽场景。

“今年是红旗渠主干渠通水
60周年，我们不断提升红色旅游
体验，就是为了能看好渠、用好
渠、讲好红旗渠故事。”红旗渠风
景区总经理林永艺说，近些年
来，红旗渠景区的游客人数年均
增长超过 20%，2024 年突破了
190万人次。

依托红旗渠精神 IP和太行
山水资源，经过20余年的精心打
造，林州已成为“有山有水有精
神”的文化旅游胜地，“国字号”旅
游品牌达25个。2024年，旅游业全
年接待1965.2万人次、综合收入
117.6亿元，分别增长10.1%、12.9%。

红色基因激发跃迁动力

在林州市副市长李蕾眼里，
林州人有一种特别的思维习
惯——干什么事，都会和修红旗
渠比对一下。“我们现在说的最多
的一句话就是‘红旗渠都修成了，
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

十多年前，李志伟进入电子
级玻璃纤维领域，技术很快赶上
世界先进水平，公司一路高歌猛
进，新研发的5G用低介电产品，
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但市场还
没起来，仍需大量投入。

艰难处境中咬牙坚持，终于
等到2024年AI产业爆发，新产品
热销，公司上半年还大幅亏损，全
年却盈利5000万元。

“红旗渠建成以来，林州每一
步发展都突出表现为红旗渠精神
的支撑。”林州市委宣传部部长栗
彦林说，林州人弘扬红旗渠精神
是用行动来表达的，越干信心越
足，越干就认为没有干不成的事。

不等、不靠、不躺平，林州人
天生有股倔劲儿。

2012年，林州临淇镇人张益
智返乡开发几乎荒废的万泉湖。
景区初见成效时，一场大洪水袭
来，一切需要从头开始。没有退缩、
没有怨言，张益智收拾摊子重建，
如今景区年客流量达100万人次。

大概20年前，林州提出通高
速，被人说不可能，结果安林高速
很快通车。这两年，林州提出通
高铁，又被人说不可能，目前林安
濮铁路已纳入河南省规划。

“林州先天不具备人才、市
场、技术等发展高新技术的条件，
但却孕育出了 50多家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靠的是林州人‘干得
苦、看得远、想得大’的企业家精
神。”林州市市长田元飞说。

近年来，林州坚持“精神立
市、产业兴市”，即便在财政异常艰
难的情况下，每年仍拿出2000万
元做项目谋划资金，拿出5000万
元做产业招商基金，“昨天修红旗
渠咋下劲，今天抓产业就咋下劲”。

目前，林州市还专门成立了
建筑业发展指挥部，代表林州市
委、市政府履行好建筑企业“首席
服务员”的职责。在司法保障下，
累计为建筑企业挽回直接经济损
失近7亿元。

“含新量”彰显“含金量”
2024年5月，林州成立建筑

产业创新研究院，新引进建筑企
业214家，企业总数突破2300家，
河南利盛等8家企业晋升一级总
承包企业，特级、一级企业达到93
家。建筑业总产值增长11.5%。

“林州市委把2025年确定为
建筑业‘司法服务保障提升年’，
充分体现了建筑业的地位。”林
州市委书记孙建铎说，建筑业一
直是林州的支柱产业、主导产
业、富民产业，任何时候都要坚
定不移、不遗余力去支持。

面对电子行业日新月异的发
展形势，林州致远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坚持自主创新，在高频、高
速、IC载板类等高端覆铜板研发
上取得实质性突破。2023年，荣
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河南省“瞪羚”企业等称号。

“企业发展比过去任何时候
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

致远电子董事长李广元介绍，企
业着眼于建立全球高端覆铜板产
品品牌，采用世界领先的生产设
备及工艺技术，填补了河南在该
领域的空白。

光远5G电子材料产业园一
期、重机煤机智能制造一期、嘉隆
新材料一期等投资规模大、市场
前景好的项目竣工投产。据了
解，2024年，林州有71个省市重
点项目进展顺利、完成年度投资
的120.4%。

截至目前，林州工业企业数
量达 1000余家，其中，规模以上
企业 182家，工业经济发展质量
迈上新台阶。2024年，林州工业
技改投资增长186.8%，战略性新
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27.6%，高技
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7.7%。

地处太行山深处的石板岩镇，
依托独特的自然风光打造写生基
地。目前已建设141家写生基地、
31处写生点位、3家美术馆，年接
待写生游客超 200 万人次，“写
生经济”在大山深处开花结果。

林州市五龙镇岭南村党支部
书记郝合兴告诉记者，他干了40
余年的建筑企业、当了 30 余年
的村干部，退休后打算发展乡村
产业，“先盘活村里的废弃纸厂，
转型发展田园综合体”。

面对新时代的“修渠”，林州
传承了“战天斗地”的勇气，激发
了“改天换地”的智慧，当精神火
炬照亮产业发展之路，目标明，
信心足，志更坚，太行山下的产
业新城值得期待！

（新华社郑州4月11日电）

林州：红旗渠故乡以三大产业改写穷县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