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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这家儿童海鲜店
的经营方，为厦门一家水产企业，主
打海鲜礼盒定制。企业相关人士表
示，进军儿童海鲜市场是企业负责人
的一个新尝试。目前，产品主要以委
托加工为主，“无骨无刺”是主要卖
点，去刺的过程主要依靠人工。

这家儿童海鲜店莲花门店的店
员告诉记者，以“去刺黄花鱼”为例，
他们销售的产品并不是一整条鱼，而
是取鱼身最精华的部分，靠近鱼尾、
鱼鳍的鱼肉是不用来做产品的，这也
是产品定价相对较高的原因。

店员介绍，门店销售的儿童三文
鱼，只选用三文鱼中段约20%的鱼
肉，不用边角料，去皮去刺。这款产品
保质期长达18个月，相比常规三文
鱼的保质期要长很多。一般来说，冷

冻三文鱼的保质期可达半个月。
店员强调，儿童三文鱼不建议生

食，最好煮熟食用。他们推荐的吃法
包括打泥、香煎、清蒸、煮粥、煮面。

不过，对于儿童海鲜与一般海
鲜有哪些区别，店家没有做出更多
的描述。

记者注意到，虽然这家儿童海鲜
店号称“无骨无刺”，但在其小程序的
宣传页面上，有一行温馨提示的小字
——“尽管鱼骨鱼刺已被小心去除，
但仍有可能有少量鱼骨刺，请在食
用时注意。”同时，商家也为儿童海
鲜进行了投保，但未说明投保的具
体内容。

除了线下的儿童海鲜门店外，
记者发现，淘宝上也有“宝宝海鲜”
在销售，主要以鳕鱼、鳕鱼肠为主。

“儿童版”黄花鱼 身价贵两倍
儿童海鲜专卖店在我市悄然出现，“无骨无刺”是其主要卖点

“以前在超市
给 孩 子 买 过
儿童三文鱼，

没想到还有专门销售
儿童海鲜的门店。”近
日，家住莲花附近的楚
女士发现小区附近开
了这样一家门店，店里
销售的鲈鱼、大黄鱼、
银鳕鱼全都号称“无骨
无刺”。楚女士心生疑
惑：这家海鲜店只做小
孩子的生意，能开得长
久吗？

记者张海军

没有“儿童食品”分类
也没有安全国家标准

“儿童海鲜”真的更营养、更健康吗？厦门
市营养师协会会长、国家一级营养师王雷军告
诉记者，目前我国并未设置专门的“儿童食品”
分类，就更别提“儿童海鲜”了。“儿童食品”缺
乏专门的法律法规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记者注意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婴儿
配方食品》《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较大婴儿配
方食品》《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幼儿配方食
品》等相关标准多针对“婴幼儿”群体，对象
为0-36个月的婴幼儿。

王雷军说，在去骨去刺的过程中，鱼类
的营养价值一般不会在水中流失，所以，去
骨去刺的工序不会影响鱼类本身的营养。
但是，在加工过程中，鱼的表皮组织被破
坏、鱼骨被剔除，很容易引发这些产品腐败
变质。所以，对生产加工环境要求很高，特
别是对加工过程中的水质、工艺要求，对后
期运输、销售的冷冻冷藏等要求更高。

1岁宝宝可以适当吃海鲜
“我们为孩子们做食谱时也会排上海

鲜。”小荷园绘本托班早教机构园长卢雪容
告诉记者，他们不会特地去购买儿童海鲜，
但在做法上却是“儿童做法”，比如，虾仁要
剁碎，有的要剁成泥，利于小朋友食用。

王雷军说，吃鱼挑刺是一项技能，适龄
的孩子最好专门锻炼一下，对孩子的成长
有好处。一般来说，6个月的宝宝可以吃一
些辅食，以鸡蛋、猪肝等为主，不宜加入海
鲜。1岁左右的宝宝可以适当吃一些鱼类、
虾类，但最好把鱼肉捣碎。

去刺过程主要依靠人工
产品不敢保证“绝对无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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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为孩子们提供的
海鲜菜肴。

“食品带着儿童标签，
我觉得标准应该和成人不
一样，需要比一般食品更
安全，更让人放心。”楚
女士说，之前在元初、
千滋百味等超市都可
以买到儿童三文鱼，口

味更适合孩子。
楚女士发现的这家

专门销售儿童海鲜店，
约开业两周，主打商品

是“去刺黄花鱼”。店面广
告称，采用国家专利去刺
技术，去除全鱼138根鱼
刺，“彻底解决吃鱼卡
刺”问题。无刺黄花鱼价
格不菲，产地宁德、150克
规 格 售 价 39.8 元 ，约 为
132.7元/500克。在叮咚买

菜上，同样产自宁德的黄花
鱼，每 500 克售价 39.9 元。也就是

说，儿童版的黄花鱼价格约是日常
版的3.33倍。

不光是黄花鱼，记者发现，店里
其他儿童版海鲜价格都挺高。比如，
儿童版银鳕鱼180克包装要卖198
元；儿童版三文鱼、石斑鱼、比目鱼售
价也均在百元上下。店家表示，这款
银鳕鱼的产地为南极附近海域。记者
在朴朴、叮咚买菜上并未找到进口银
鳕鱼，这两个平台上销售的银鳕鱼产
地分别为福州、青岛。其中，叮咚买菜
上，产地为青岛的银鳕鱼，200克售
价为79元。

除了销售海鲜以外，这家门店还
销售儿童调味品、儿童主食等，价格
均不低。如，一款小宝贝有机核桃油，
100毫升规格售价68元；一款专门
为小朋友定制的有机酱油，152毫升
规格售价28元；重量为135克的一
袋儿童水饺和一款重量为260克的
儿童馒头，售价均为20元。

宣称“彻底解决吃鱼卡刺”
售价为常规海鲜的3倍多

■儿童海鲜店
小程序

陈立新摄

■开在莲花附近专门销售儿童海鲜门店。张海军摄

儿童食品市场
不能“自说自话”

“二孩”“三孩”生育政策放开释放市
场新红利，作为食品行业的细分赛道，儿

童食品亦得到资本的偏爱。最近几年，包装
上标有“儿童”二字的食品备受市场追捧。从
儿童饼干、儿童酱油、儿童饺子，再到儿童海
鲜，商家勇于走出“舒适圈”，开拓蓝海市场，
做法值得肯定。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冠上“儿
童”两字就真的是儿童食品了？

儿童食品市场存在一个去伪存真、优
胜劣汰的过程。长期以来，儿童食品的行业
标准缺失，所谓的儿童饼干、儿童酱油、儿
童饺子更像是自说自话。这些儿童食品是
否健康、安全，是否更适合孩子，得有更权
威、更准确的认定。

町芒研究院发布的《2022 儿童食品行
业研究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2003名儿
童家长中，有84.8%的家长更倾向于给孩子
购买标有“儿童”字样的食品。

记者采访发现，儿童食品往往把注意
力集中在家长身上。比如，刚刚开业两周的
这家儿童海鲜店，几十米外就是一所小学，
门店楼上就是午晚托班。家长接送孩子时
自然而然地就能接触到。

我们姑且不论商家营销策略的对与
错。在消费者尤其是家长这一头，在孩子饮
食方面也要掌握基本的常识，进行正确的
选择，不能过于迷信食品包装和商家宣传。
多措并举、共同发力，才能守护好未成年人

“舌尖上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