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些年，药品保健品兜售骗局屡禁
不止，换个地方、换个花样又可以接着
进行。陈音江认为，这说明在此类骗
局中，骗子的违法成本较低，监管部门
对违法行为惩处力度不够，很难达到
应有的威吓作用。他表示，监督管理
部门针对保健品销售的日常监管主要
有现场查看、索证索票、抽检抽查、解
决投诉举报等方式，监管手段相对有
限。这样的监管方式无法应对复杂多
变的市场，需要进一步创新监管方式
方法，并加大监管力度。

作为基层市场监管人员，阿布说，
虚假宣传需要对违法企业的电子数据
进行提取，但基层执法人员除了执法
记录仪，没有其他取证工具，取证比
较困难。比如他们此前扣押了某店铺
的计算机，却没办法提取其中的视频
作为证据。此外，处罚的主体仅限于最
末端的门店，无法追查上游的保健品推

销公司。市场监管人力有限，仅靠市场
监管部门力量不够。

老年保健品消费问题涉及多个部
门，要加强联合监管，进一步提升监管
实效。江苏连云港市读者吴学安建议，
治理此类市场乱象，需要建立综合执法
常态化机制。应通过立法的方式明确
各部门在综合执法过程中相互配合的
责任，并出台相关举措填补监管空白。

陈音江提出，“保健品欺诈方式方
法不断翻新，对其进行打击需要各级市
场监管、公安及其他相关部门之间协同
配合，进一步建立健全联合监管机制。
比如，构建多部门之间的信息化和网络
化执法监督系统。综合运用互联网技
术和大数据监测手段，提升保健品安全
监管效能，降低监管体系运营成本。”他
还表示，遏制此类骗局需要建立健全涵
盖立法、行政、司法、社会保护以及公民
自我保护的治理体系，加强社会共治。

一方面，骗局总是有迹可循。“不断
召集老年人集会、听课，周围的人怎么
可能不知道？希望能从源头入手，杜绝
这种针对老年人的忽悠集会。”有读者
表示。江女士则告诉记者，诱导她一步
步“入坑”的公司至今仍在求职网站上
招聘电话销售，经验、学历不限，而月薪
和招聘人数都远高于市场平均水平。

另一方面，阿布说，“人老了需要关
爱，也需要治病。现在子女都忙着工
作，医院设施越来越智能化，老年人自
己去看病很困难。这些不法人员打着
老中医、高科技的旗号，宣传包治百病
的所谓神药，又像亲人一样嘘寒问暖、
忙前忙后，老年人很容易就上当了。”因
此，除了加大宣传力度，提高老年消费
者的自我保护意识，也要关注老年人的
需求，建议可通过社区或其他组织丰
富、充实他们的生活，不给骗子可乘之
机。 据人民网

保健品“坑老”骗局翻新，如何应对？

“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北京时间
8 月 22 日 22 时 55 分将迎来处暑节气，“三
伏”将尽，凉爽愈加明显。即使在被酷热

“折腾”了一个夏天的南方，新凉也会大胆
地现身。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民俗学
者、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来华说，二十
四节气中带“暑”字的节气一共有三个，分
别是小暑、大暑和处暑。处暑，即所谓的

“出暑”，标志着夏季渐渐走向尾声。
不过，今年“三伏”的天数多、时间长。

7月15日入伏，8月24日出伏，整整四十天
期间涉及小暑、大暑、立秋、处暑四个节
气。虽然出伏在即，但不少地方气温并未
下行，依然暑气蒸腾。

“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处暑天不
暑，炎热在中午”……这些民谚或俗语生动
描述了处暑后的天气特点。但当时令的指
针来到处暑，人们还是会大出一口气，毕
竟，这期间虽仍会再热上不多的日子，但由
热转凉却是天气变化的主基调，天地间那
一派舒爽就要来到。

“根据往年的经验来看，真正凉爽的天
气一般要等到白露节气，彼时的清凉‘恰到
好处’，让人顿觉神清气爽。”王来华说。

“最爱新凉满袖时”，古人对“新凉”情
有独钟，佳作迭出。“水满田畴稻叶齐，日光
穿树晓烟低。黄莺也爱新凉好，飞过青山
影里啼。”宋代诗人徐玑这首咏新凉的诗作
通过动静结合，写出了欢快啼鸣的黄莺在
新凉中的惬意与悠然。整首诗清新明快、
灵秀天然，读罢令人如饮佳酿，回味悠长。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时节，
妩媚的秋色开始弥漫，渐渐可见秋天独有的
黄色，其后还将有浓到极致的枫叶红……如
此，何不寻得片刻闲情，趁着美好新凉，畅游
郊野，观云卷云舒，看天高云淡，道一声“天
凉好个秋”。 新华社天津8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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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以治病、养生的名义，诱导老年人高价购买药品、保健品的“坑老”骗局屡见不鲜，严重损害老年人
的合法权益。近年来，这些骗局套路手法翻新，利用电商平台、视频直播引流，由线下走向线上，销售更隐蔽，
给消费者维权与有关部门监管带来新挑战。

近日，陕西永寿县常宁镇果纳村张
继高老先生来信，反映他被电话推销，以
高于市价数倍的价格购买药品的情况。

“今年5月，我从电视上看到治疗糖
尿病且很快可以治好的广告，便按广告
中的号码打了咨询电话。电话打通后，
没人接听，我就挂了电话。不料，第二
天，一名自称刘微的女士打电话过来，
询问我的病情后，表示她们可以治疗，只
是价钱比较贵，打五折后2460元。我有
点犹豫，她又说前500名有优惠，把价格
降到1860元。”张继高付款后，药很快寄
来了，包括3盒中成处方药和3盒某种砭
贴。后经儿子上网查询，发现按网上价
格购买这些药品最多需要300元。

张继高的遭遇并不鲜见。这些骗
局话术大多有相同“套路”，一是夸大药
品功效，谎称可以治好糖尿病，二是以
所谓的五折再优惠的名义诱导，三是利
用信息不对称高价出售。

传统骗局多发于线下，进行面对面

诱导。一名网友今年3月在人民网“领
导留言板”投诉广西柳州市鱼峰区一家
店铺，“从去年开始，家里老人和附近亲
朋天天聚集在此，内有团体利用免费治
疗仪体验、到店领鸡蛋等手段吸引人
流，并进行上课培训，让老年人购买所
谓能治百病的红蓝光治疗仪、能‘强身
防病’的营养粉、能‘起死回生’的野山
参等等。治疗仪标价2万多元，现场购
买仅卖7800元……”

相似的套路，手法翻新了。许多骗
局通过电视广播广告、营销平台视频等
引流，再通过电话、微信等联系方式进
行一对一诱导。“从前是在超市门口发
传单，现在是打电话让老人听视频课，”
河北保定市读者贾女士告诉记者，自己
70多岁的母亲原本热爱跳舞，现在却天
天忙着在平台上观看短视频，听各种各
样的课程，“从前线下送鸡蛋等小玩意，
现在买孢子粉送按摩椅、买海参送四日
游。许多老年人辨别能力较差，再加上

被‘阿姨’长、‘阿姨’短地叫着，逢年过
节还有小礼品，老人都觉得自己花钱是
占了便宜。”

为了规避追责，这些骗局的手法越
来越隐蔽。来自山西大同市的江女士
说，去年12月，她在一个电商平台看到
短视频广告后，点击链接转到电商平
台，下单花费100多元购买了一款黄芪
片。随后有客服加了她的联系方式，

“近一个月时间，客服会询问服用效果，
并发一些养生知识。最初我不怎么回
话，后来听她不断介绍他们公司产品有
功效，就想着试试吧。”结果，江女士先
是花 500 多元购买了这家公司自制的
膏滋，随着与她联系的人由客服升级成
营养师助理、规划师，他们以指导用药、
为她制定个人调理方案等名义，先后让
她购买了 6000 多元、2 万多元、1 万多
元的药品、保健品。“直到今年2月我开
始产生怀疑，规划师就不再和我联系
了。”江女士说。

用营销平台引流，再一对一高价兜售保健品，手法更隐蔽

以老年人为对象的保健品兜售骗局中，最多的问题是夸大功效、虚假宣传

发现上当受骗，首先要维权。张继
高说，他曾联系了公司所在地的消费者
权益保护协会。但消费者权益保护协
会回复，只有电话号码，没有具体地址，
不予受理。

“‘坑老’骗局中最难维权的是流动
性欺骗，很难找到投诉主体。”一名基层
市场监管人员告诉记者。以往的流动
性欺骗一般在线下进行，比如利用街头
义诊，由数人假扮成医护人员推销保健
品。消费者购买后发现问题去投诉时，
不法经销商已经不知去向。目前则以
线上流动性欺骗居多，如张继高遭遇的
电话销售，还有人在微信群里推送诱导
信息，让消费者网上付款、快递收货，全
程没有面对面。由于不知道销售方的名
字、地址，受害者也很难找到维权主体。

不少骗局中，经销商表面上正常经
营，卖给消费者的也是合法上市的正规
产品，为消费者维权带来新困扰。在中
部地区某市公安局工作的崔警官告诉
记者，在实务中此类案件很难立案。“如
果经销商贩卖假药，属于行为犯，出售
就是违法行为。但如果售卖的是合法
上市的真实保健品、药品，只是夸大了

功效，而以远高于市场价出售，就应该
属于市场监督管理的范畴。”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
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表示，目前保健品

“坑老”骗局中出现最多的问题，不是产
品质量问题，而是通过虚假宣传欺骗或
误导消费者。在此类骗局中，保健品类
似于道具，是不法分子牟取暴利的道
具。“而且虚假宣传基本上都是口头的，
没有书面宣传资料，很难作为有效证
据。而不管是通过投诉调解还是司法
途径维权，最后都需要相关证据。”

来自西北地区的市场监管部门执法
人员阿布（化名）介绍，今年上半年，他所
在的有30万常住人口的县级市中，一个
有1万多常住人口的街道，就发现7家涉
嫌保健食品虚假宣传的商家。但最终处
理结果是，责令改正或行政指导2家，仅
有1家被行政处罚。“而且被处罚的这一
家，还是按照广告法以虚假广告处广告
费用 3 倍以上 5 倍以下罚款，仅罚款
4000多元。如果可以证明是虚假宣传，
处罚要严重得多，但苦于没有证据。”

缺乏证据造成了市场监管部门的
执法困境。广东深圳市一名网友在人

民网“领导留言板”投诉，坪山区一家保
健品店里，每天都有一群老年人在听
课、按摩，去了就赠送鸡蛋，实际上却是
在卖保健品……然而，深圳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坪山监管局回复，执法人员现场
核查，被投诉商家合法持有营业执照，
在其注册地址正常经营，所售产品某松
花粉从正规渠道采购，能够提供相关生
产销售企业资质材料和产品质检报
告。“您反映事项不符合《市场监督管理
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关于立案
的规定，我局决定不予立案。”在“领导留
言板”上，不少投诉都得到当地市场监管
部门类似的回复：“现场未发现上述违法
行为”或“调查中无证据表明其销售的相
关产品及销售行为存在违法行为”。

还有的案例中，家人认定老人被
骗，老人自己却不认同。或是洗脑式宣
传，或是不良商家的温情诱导，获得了
老人的信任，让他们深信不疑。部分老
人即使受骗也不愿意告诉子女，导致维
权难度加大。“我朋友发现家里老人被
骗，想要维权，然而老人不同意、不配
合。受害人不主张，申诉流程很难走下
去。”北京朝阳区读者邹先生表示。

创新监管方式，加大联合执法力度，提高老年人自我保护意识

明日22时55分处暑
离离暑云散
袅袅凉风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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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给电动自行车充电，将十几米的
插线板从阳台接到楼下，既不安全又不方
便。如今，小区安装了电动自行车智能充
电桩，用起来既省心又安全。”近日，家住城
关区拱星墩街道东岗东路840-842号拱星
墩乡政府家属院的居民宋明成，谈起家门
口的电动车智能充电桩，满意地竖起了大
拇指。

据了解，拱星墩乡政府家属院于2000
年建成，共有2栋楼4单元67户居民，因该
小区电动车居多，长期以来飞线充电现象
普遍存在，社区通过入户走访，积极摸清居
民“需求清单”“问题清单”，综合施策，采取
楼院协商、就地协商等议事形式，现场查看
选址，为拱星墩乡政府家属院安装了12个
智能充电桩。

新安装的充电桩除了充满自停、过载
保护、电流检测等安全防护功能以外，还具
有自动退费、远程充电、断电记忆、语音播
报等实用性功能，居民可通过手机扫码进
行充电，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可靠，同时也
为小区消防安全加上了一把“安心锁”。

下一步，东岗东路社区将坚持解决民
生难题、办好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的原
则，对辖区内所有小区实现电动车智能充电
桩全覆盖，努力让居民通过家门口小小的充
电桩，感受到文明城市创建带来的成效和变
化，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张艾萍 李林娜

东岗东路社区
为老旧楼院
安装智能充电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