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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怎样才能有效打击？”“有什
么办法能劝劝老人？”社交媒体上，不
少消费者发出感慨。

事实上，针对保健食品等“三品一
械”的广告审查，《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营
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互联网广告
管理办法》等法规制度已有相关规定。

然而，直播活动中很难区分“商业
宣传”与“广告”。北京市法学会电子
商务法治研究会会长吕来明表示，“三
品一械”直播内容是否构成广告，目前
在法律上的适用标准并不明确。由于
直播内容是动态、实时、海量的，平台
也难以事前审查，只能通过技术手段
监测或抽测。

记者从某互联网社交平台了解
到，针对“虚假内容”，平台会通过新闻
报道、用户举报等渠道收集信息；建立

“重点违规类型”的专属审核团队；同
时强化账号管理体系，持续治理低质、
高危账号。

在吕来明看来，应对“三品一械”直
播内容进行更严格的监管。是否将其
视为广告，应以其带来的社会影响为判
断依据，特别是头部主播发布内容，应
按照广告标准，提高审核准入门槛，将
保障公众健康安全放在优先位置上。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宋
立志认为，市场监管部门要从非法生
产、销售等环节入手，加大对违规生产

企业、直播间运营者及主播的处罚力
度。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李文凤建议，通过与平台开展技术协
作，提升智慧化监管水平，构建多层次
执法体系。

黄小婷表示，公众对于健康知识
有巨大需求，但在知识获取上存在一
定壁垒，应适应新媒体传播方式加强
科普宣传，提升公众健康素养。消费
者在选购保健食品时，也要明确自身
需求、咨询专业人士、选择正规渠道。

有专家指出，沉迷直播间问题背
后，也凸显出老人的情感需求。子女
和社会应一起为老人在网络世界筑起
防线。 据新华社电

直播间售卖保健品
有哪些套路？

11月25日，带货主播“麦琪啦”在直播间销售保健品违规宣传一事引
发关注。

近年来，直播间的保健品已成为消费者权益受损的“重灾区”。不少
老人“一边上网，一边上当”，不仅花费大量时间和钱财，也面临健康风险。

直播间售卖保健品有哪些套路？虚假宣传为何屡禁不绝？“新华视
点”记者展开调查。

两年前“入坑”后，陈女士的姥姥每天都会准时
看直播。花在直播间里的钱已有上万元，但保健品
仍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家里。

“这款益生菌吃了可以杀肠子里的菌”，直播间
内，声称是“某三甲医院院长”的主播侃侃而谈，“有
奇效”的益生菌卖出698元两盒的价格。

上海的李樱（化名）也注意到家中老人的异
常。68岁的母亲每天要花4到6小时看直播，出门
也要戴着耳机、拿着手机，边走边看；从纳豆胶囊、
复合硒片到小分子纯肽，在直播间买的保健品越来
越多。

近年来，老年人沉迷“养生”直播间、购买各类
保健品的情况并不鲜见，然而，不少保健品都是假
冒伪劣产品。

“每买一次就踩一次坑。”陈女士介绍，姥姥多次
下单的一款益生菌，包装与某知名保健食品几乎一
样，但实际是假冒的“李鬼”；查询另一款止咳保健品
的配方表，也发现其实不过是糖果。

在反复下单、花费不菲的同时，一些所谓保健
品不仅没有功效，反而还会带来健康风险。

广东某三甲医院住院医师黄小婷（化名）介绍，
“抗癌”“降血压”“降血糖”是保健品“洗脑”中老年
用户的“三大法宝”；有患者听信直播间推销购买保
健品后，擅自停了降压药，“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严重的话会带来脑梗风险”。

2023年底，北京市海淀警方接群众报警称，通
过直播带货购买了宣称具有保健功效的“咖啡”，饮
用后出现鼻塞、头痛等不良反应。公安机关会同市
场监管部门开展检测鉴定，认定该款“咖啡”含有对
人体有毒有害的新型衍生物质成分。

北京市食品药品安全法治研究会等机构近日
发布的“三品一械”（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和特
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直播带货消费调查报告显
示，虚假宣传问题舆情数据高达30.5％，食品冒充
保健品或药品违规宣传功效等问题比较普遍。

为规避审核和监管，一些企业开
始转向更“隐秘的角落”。

记者了解到，一些知名平台会对
进行直播的商家、商品进行资质审核，
确保合法合规。不少无良商家由此选
择“转战”私域直播，在“小圈子内”对
中老年人进行“洗脑”式宣传。

所谓私域直播，一般是通过建立
微信群或私聊发送直播链接，邀请特
定人群观看。“针对老年人的私域直播
是暴利行业，只要给直播服务商钱就
能开播，审核相对宽松。”从事直播行
业多年的冯萧（化名）说。

规避违禁词是另一种手法。直播
过程中，一些直播间也针对平台监测
总结出相应“对策”。

冯萧表示，针对能触发平台审核
的关键词，直播间也在不断更新违禁
词，甚至总结出一套词库，在口播时进
行替换或拆分。

主播“麦琪啦”在直播中提到病症
时，便会使用英文或故意拆分病名，如
将“尿毒症”说成“那个尿，某毒，某什
么症”，用“CA”指代“恶性肿瘤、癌症”
等。

为吸引“客户”、提升黏性，不少保
健品直播会“环环相扣”设陷阱。

第一步是“拉人头”，通过线下引
流方式拉人进群；第二步是“给价值”，
通过送奖品、发红包等方式“利诱”；第
三步是“破防线”，通过制造焦虑、打

“温情牌”，让老人心甘情愿在直播间

下单。
一名老人家属告诉记者，老人在

线下买海产品时被拉进群，各种“福
利”活动让老人患上“网瘾”，感觉有奔
头、有获益。“每天看完健康讲堂直播
可以领5毛8的红包，群里还有答题活
动，答对的前三名可以获得牙膏等奖
品。”老人家属表示，讲堂和答题内容
都与售卖产品相关，环环相扣进行“洗
脑”。

直播间内，一些主播故意制造健
康焦虑，称“不能靠儿女，儿女都是自
私的”“要懂得保健，开始保养起来”；
同时，嘘寒问暖，早晚发红包。在情感
攻势下，老人们的防范意识逐渐瓦解，
甚至更相信主播而非子女。

沉迷直播间，买一次就踩一次坑 制造焦虑打“温情牌”，环环相扣进行“洗脑”

治理直播乱象，向虚假内容说不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张鹏翔 实习生吕仁卓）12月2日下午，
清华大学学生处发布《近期学生违纪
情况通报》。记者注意到，一名学生因
多次为校外人员报备入校牟利被给予
留校察看处分，两名学生分别因携带
电动车电池入楼、外校与他人发生冲
突并在朋友圈发布不当信息被给予严
重警告处分。

通报称，学校持续开展学生纪律
教育工作，引导和帮助青年学生守纪
律、讲规矩。为发挥好案例警示教育
作用，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对近期学
生典型违纪情况予以通报。

一名学生因多次违规为校外人员
报备入校牟利，于2023年10月被给予
严重警告处分。但该生未能充分认识
自己的错误，在“黑导”的诱导教唆及
侥幸心理的作用下，处分期内再次开

始违规报备牟利，2024 年 6 月被发
现。根据学校纪律处分管理相关规
定，经研究决定，从重给予其留校察看
处分，并依规取消相关表彰、奖励及其
他权益的申请资格。

一名学生于 2024 年 9 月私自携带
电动车电池入楼，并在宿舍中厅进行
充电，被学生社区工作人员在例行检
查时发现。根据学校纪律处分管理相
关规定，经研究决定，给予其严重警告
处分，并依规取消相关表彰、奖励及其
他权益的申请资格。

一名学生于 2024 年 11 月在外校
与他人发生冲突，并在朋友圈发表不
当言论，对学校声誉造成了不良影
响。根据学校纪律处分管理相关规
定，经研究决定，给予其严重警告处
分，并依规取消相关表彰、奖励及其他
权益的申请资格。

11月29日，重庆市九龙坡区。在渝北区公证处工作人员见证下，10位网友挑
战8小时内不碰智能手机、不深睡、不焦虑（戴手环监测深睡值和焦虑值）。最终，
一位女子获胜领走1万元现金奖励。

挑战从29日上午10时开始，采取网络现场直播的方式，以让更多人参与进
来。公证处人员和主办方安排10位网友各自坐上已经铺好的新床。他们有人看
书、有人闭目养神。挑战过程中，按照规则，有短暂进食、喝水、上厕所，紧急情况
可用店内提供的老年机外联。

参与的10人无中途出局，都“修炼”至8小时后活动结束。根据在床时间、深
睡值、焦虑值综合打分，董女士在床时间最长、无深睡眠、焦虑值最低，获综合最
高分88.99分胜出。

据了解，参与挑战的10人中，董女士本来是生活工作压力较大的一位。她是
某知名金融公司销售主管，多次获得公司销冠称号，夫妻工作都非常繁忙，董女
士还主要负责照顾家里2个女儿的作业和生活起居。“我日常虽忙，但喜欢提前把
各种事情有序安排，除工作和辅导作业需要，几乎不会无目的刷手机，所以对无
手机状态非常适应，我是越忙越不会焦虑，越紧张越平静。”董女士说。

挑战过程画面被发到网上后，有网友留言称该挑战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床
修”，指有床不休息，而是进行修炼：力争清醒，不沉迷碎片信息，平静放空，是当
代年轻人应当追求的一种健康境界。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张鹏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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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通报
多名学生违纪受严重警告处分

悬赏10000元！
重庆市民挑战8小时不碰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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