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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财政部经济建设司、住房
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发布 《2025 年度
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结
果公示》，北京、天津、唐山、包头、大
连、哈尔滨、苏州、温州、芜湖、厦
门、济南、郑州、宜昌、长沙、广州、
海口、宜宾、兰州、西宁、乌鲁木齐等
20个城市入围。未来几年，中央财政计
划补助超200亿元支持上述城市补齐城市
基础设施的短板弱项，探索建立可持续
的城市更新机制。

“自2024年起，中央财政以区域为维
度，对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城市给予定额
补助。2025年延续这一支持政策，凸显财
政资金对城市更新领域的重点保障力
度。”中指研究院研究总监吴建钦表示。

今年4月，财政部办公厅、住房城乡
建设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2025年度
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通
知》，中央财政将按区域对实施城市更新
行动城市给予定额补助。其中，东部地
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8亿元，中部
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
西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12亿
元，直辖市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12
亿元。资金根据工作推进情况分年拨付
到位。综合来看，总体补助金额预计超
200亿元。

“在扩大内需的宏观背景下，城市更
新被赋予更高定位，不仅是改善城市环
境的民生工程，更成为拉动投资、释放
消费潜力的重要抓手。”上海易居房地产
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表示，通过老旧小
区改造、商业街区升级等项目，既能提
升居民生活品质，又能带动建筑、家
电、文旅等上下游产业发展。此次入选
城市多具备扎实的更新基础、成熟的标
杆项目及良好的市场反馈，更有望通过
资金与政策的双重加持，打造“安全韧
性、功能完善、内需活跃”的更新样

板，为全国同类城市提供可复制的经验
路径。

从公示的评审结果来看，严跃进表
示，政策支持正呈现向高能级三四线城
市延伸的新趋势。对比去年以一二线城
市为主，今年新增芜湖、宜昌等重点三
四线城市，这体现出政策对城市能级较
高的三四线城市的倾斜，通过中央财政
支持进一步激活其更新潜力。

吴建钦说，在区域差异化导向下，今
年更聚焦老城区更新。而在资金支持方
面，与去年相比，2025年中央财政资金明
确向“样板项目建设”和“机制建设”双
向发力。除支持具体更新项目外，首次允
许资金用于项目储备生成机制 （城市体
检、专项规划等）、资金筹措机制（财政
与金融方案设计）、用地保障机制（存量
土地盘活）等配套制度建设，为城市更新
长效化实施夯实制度基础。

在支持领域方面，则从“基础民
生”向“消费提振”延伸。吴建钦表
示，在持续加码地下管网更新、污水管
网“厂网一体”建设等民生工程的基础
上，首次将消费型基础设施建设纳入重
点支持范畴，通过完善商业设施、文旅
场景等配套，增强城市更新对消费潜力
的释放效应。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此前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央财政立足于
探索新模式、城市更新重点任务、财政
金融政策协同等“三个聚焦”来支持城
市更新。积极探索政府引导、市场运
作、全社会参与的可持续城市更新投融
资模式，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和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吸引社会资本、社
区、居民等各方面积极参与城市更新工
作。财政部也将对相关城市的工作进
展、资金使用管理等开展绩效评价，强
化追踪问效，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新华社

儿童食用油、儿童饼干、儿童水饺……市面上，
标注或通过包装设计与儿童相关的食品，大多分量更
小、包装更萌、价格更高。

不少家长愿意购买“儿童食品”，认为“更安全、
更健康、更适合给儿童食用”。

“我每次带孩子来上美术课，都要在旁边的儿童零
食店给她买点吃的，店里零食说是专门面向儿童设
计，少糖、不含添加剂。”在北京市朝阳区华联常营购
物中心3层，市民周雅带着女儿挑选零食。虽然类似
的“儿童食品”溢价高，但为其买单的家长不在少数。

什么是“儿童食品”？其实，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法
律法规和标准中并没有“儿童食品”的定义。市面上
常见的“儿童食品”，大多印有卡通形象、宣称含有更
多营养素，品类繁多。

记者了解到，从配料和成分看，大多数产品与普
通食品无差异。有的“儿童奶酪”等产品，还添加了
更多的香精、着色剂、增味剂等食品添加剂。

目前有与“儿童食品”相关的食品安全标准吗？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安全监督管理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除对0—3岁婴幼儿食品、特殊医学用途
配方食品制定食品安全标准外，我国尚未对其他未成
年人食用的食品制定专门的食品安全标准。对于3岁
以上儿童的食品（不含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没有
专门的强制性标准，食品生产企业主要执行的仍是普
通食品标准。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定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
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定过程中，已考虑到儿童的食
品安全和膳食营养需求，现行标准体系已涵盖适合于
儿童食用食品的安全和营养要求。

山东省济南市市民肖琳为 8 岁儿子挑选零食时，

会优先选择“0蔗糖”“不添加蔗糖”的“儿童食品”。
“0添加”“0蔗糖”真的更健康吗？
记者尝试了一下宣称“0蔗糖”的零食，口感仍

有很强的甜味，查看配料表，多数含有异麦芽酮糖
醇、木糖醇等代糖成分。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
心主任钟凯介绍，“无添加剂”不等于营养质量更好，
需要结合产品配料表以及产品特性来分析，比如“0
蔗糖”，要看有没有其他糖，如果葡糖浆、果糖、玉米
糖浆等。

另一类营销“儿童食品”概念的方向是声称含有
更多营养素。“是否适合吃加入保健成分的食物，因人
而异。”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
范志红说，对儿童来说，最重要的是养成健康饮食习
惯，吃多样化的天然食物，不能用某种有营养成分的
食品来解决所有的营养问题。

广告法规定“禁止在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公共场所
发布声称全部或者部分替代母乳的婴儿乳制品、饮料
和其他食品广告”，但并没有针对“儿童食品”设置的
法律条款，只能适用于一般性规定，如对商品性能、
功能、产地、用途等的宣传应当准确、清楚、明白，
广告内容不得虚假、不能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等。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督管理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国尚无有关“儿童食品”的法律概念。当前市场上
不少商家销售“儿童食品”，甚至以此为噱头刻意炒
作，配料不科学、不利于儿童成长发育的所谓“儿童
食品”也时有出现。需要明确“儿童食品”的定义和
具体监管要求，为加强监管提供有力法律支撑。

“儿童食品”的安全受到全社会关注，国家相关监
管部门历来高度重视“儿童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市
场监管总局在2018年就部署开展校园及周边“五毛食
品”整治，并持续加强校园周边食品销售安全监管，
督促校园周边食品销售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发布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
法》在“儿童食品”监管方面有了明显进展。该办法
明确规定“没有法律、法规、规章、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或者行业标准依据的，食品标识不得标称适合未成
年人食用，欺骗、误导消费者。”该办法2027年正式
实施后，相关市场将得到进一步规范。

也有专家建议，规范“儿童食品”标识，可以探
索使用专门标志或文字对“儿童食品”进行明确标
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定部门可以借鉴有关国家经
验，结合营养评价体系，研究“儿童食品”技术要
求、标识标注和声称条件，建立统一的“儿童食品”
专用标识系统，明确监管要求，让消费者更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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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食品”，是营养升级还是营销游戏？

超200亿元 城市更新财政补助再纳入20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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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高考已经结束，考生
和家长也要警惕各类网络安全风险！

近年来，高考相关的网络诈
骗、网络谣言等事件频发，稍有不
慎就可能影响考试，甚至造成财产
损失。对此，网警特意整理了这份

《高考网络安全指南》，帮助大家避
开陷阱，顺利度过高考关键期！

个人信息保护
准考证、身份证切勿随意晒

不要在社交平台晒准考证、身
份证、考生号等信息，即使打了马
赛克也可能被技术手段还原。

警惕“高考大数据”钓鱼网站
非官方渠道的“高考志愿预

测”“分数线查询”等链接，可能
窃取考生信息或植入恶意程序。

正确做法：仅通过省教育考试
院官网、学校官方渠道查询信息，避
免点击陌生链接、扫描陌生二维码。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

“高校招生办”等身份实施诈骗，
常见套路包括：

骗局1：“内部指标/补录名额”
诈骗分子伪造“教育部红头文

件”，声称有所谓的“内部录取名
额”，要求支付“保证金”，诈骗钱财。

真相：高考招生严格执行公开
政策，不存在“内部指标”！

骗局2：“奖学金提前发放”
诈骗分子会冒充学校工作人

员，以“发放助学金”为由，借邮
件、短信等方式要求提供银行卡信
息或支付手续费。

真相：奖学金由学校官方渠道
发放，不会索要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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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局3：“大数据志愿填报VIP服务”
诈骗分子声称可以收费提供“精准志愿

推荐”，实际是骗钱后拉黑受害人。
真相：志愿填报应参考官方发布的指南，

警惕高价“保过”服务！

考后志愿填报阶段
严防志愿被篡改
账号安全：绑定手机+开启短信验证，避

免使用简单密码（如“123456”）。
安全操作：填报后立即退出系统，并清除

浏览器缓存。
识别“野鸡大学”
部分虚假学校仿冒正规高校名称，骗取学费。
查询方式：通过教育部平台核实学校代码。

心理健康和网络谣言
警惕“考题泄露”“阅卷黑幕”等谣言
高考前后，社交平台常出现“泄题”“改分”

等虚假信息，目的是制造焦虑或传播病毒链接。
网警建议：不轻信、不转发，发现谣言及

时举报。
家长群里的“政策文件”可能是木马
诈骗分子伪造“高考改革政策.pdf ”“最

新录取规则.exe”等文件，实则为病毒程序。
网警建议：只接收学校/官方渠道发布的

通知，陌生文件勿随意下载！
高考是人生重要时刻，安全无小事！请考

生和家长：保护个人信息，不随意泄露准考证、
身份证号。警惕陌生电话、链接，所有信息以官
方渠道为准。志愿填报时做好账号防护，防止
被恶意篡改。遇到可疑情况，立即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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