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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保健品“坑老”问题，
相关部门正在行动。

近日，全国打击整治养
老诈骗专项行动部署会召
开。会议强调，要针对老年
人的涉诈App、非法养老服务
机构、涉老“保健品”、非法集
资等乱象开展重点整治，并
强化分级分类处置，确保整
治到位；要完善行业监管机
制、行刑衔接机制，完善相关
法律政策，为规范行业发展、
铲除涉养老诈骗土壤提供坚
实的法治保障。

针对保健品监管难问题，
陈音江认为，可通过加强联合
监管，创新监管方式方法，进
一步提升监管实效。对保健
品“坑老”现象进行打击需要
各级市场监管、公安及相关部
门之间协同配合，因此要进一
步建立健全联合监管机制，构
建多部门间的信息化和网络
化执法监督系统，同时综合运
用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手段，
提升保健食品安全监管效能，
降低监管体系运营成本。

（法治日报）

“山药牛髓粉蛋白固体饮料”“纳豆激酶红
曲”“珍硒虫草浸提粉”……在安徽宿州83岁的
高大爷家中，堆满了各种品牌和种类的保健
品。高大爷的女儿高女士告诉记者：“这还只是
一小部分，有些已经吃完了，老两口辛辛苦苦一
辈子攒了30万元，现在全买保健品了，这些年
来每月的退休金也一分不剩。”

“印象最深的是老爷子买过的‘保健醋’，
300元一瓶，一箱12瓶，他一下买了5箱，4年了
还没吃完。我拿来尝了下，味道跟平时家里吃
的醋没什么区别。”高女士说，家里人不是没劝
过，还骂过上门的销售人员，但父亲根本不听，
还气得不轻。

类似的经历，不少家庭都遭遇过。保健品
“坑老”为何屡屡得逞，屡禁不止？如何有效整
治这一问题？对此，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在高女士看来，这些
“骗子”的手段并不高明，
就是在街上给路过的老人
发传单，嘘寒问暖，让他们
去听讲座，逢年过节送些
米、面、油，卖的也都是“一
眼假”的东西，“可老人就
是深信不疑”。

高女士告诉记者，疫情
防控期间，推销人员还建了
社交群，群里经常举办健康
讲座，讲授所谓的养生秘方
和健康常识，实际上都是为
了兜售各种保健品。

记者尝试加入这些社
交群，但对方十分警惕，迟
迟没有通过。后来得知，

只有由购买过保健品的老
年人推荐，才能审核通过
进群。

“我本来也想进群打探
下，但根本加不进去，我父
亲现在不让我看群里的消
息，听讲座时也回避我们子
女。”高女士说，父亲几乎被

“洗脑”，有时候遇到纠结是
否购买保健品的其他老年
人，他还会“以身说法”，甚
至被销售人员当作成功案
例向其他人进行宣传。

“我父亲近七八年来
没怎么生过病，因为他生
活习惯比较好，每天坚持
锻炼，定期去医院检查。

可我父亲却把这归功于吃
了那些保健品，坚持认为

‘我要不吃保健品早就住
院了’。”高女士无奈地说，
家人对此真的一点办法都
没有了。

记者通过一线采访、
梳理公开报道发现，不法
分子通过免费理疗、赠送
礼品、健康讲座、“专家”坐
诊、返还红利、免费体检、
免费旅游等五花八门的方
式，与老人拉近关系、向老
人推销保健品，这些保健
品不仅价格高昂，还存在
非法添加激素等质量问
题，实属“坑老”行为。

为何保健品“坑老”行为
屡屡发生？一些推销人员与
老人只见过几面，有的甚至
素未谋面，却让老人深信不
疑？

在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
学院教授任超看来，老年人
容易陷入保健品骗局，主要
有两方面原因：许多老年人
由于缺乏子女陪伴，内心孤
独，难以经受住推销人员打
感情牌；老年人往往难以辨
别推销人员的“钓鱼”手段，
保健品骗局通常是以办健康
讲座、送礼品的方式进行，逐
渐让老年人放下心理防备、
建立起信任感，再加上使用
时下流行的专业术语故弄玄
虚，让老年人难以辨别真伪，
进而购买产品。

“由于缺乏针对性的科
普文章，或宣传力度、影响
力不足，加上老年人缺少相
关专业的基础认知，很容易
被保健品厂商的夸张宣传
或免费体验所吸引，一些障
眼法在他们身上频频奏
效。”任超说。

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
究院发布的《我国老年人消

费权益保护研究》显示，近些
年，保健品骗子屡打不绝，与
市场监管和社会监督不严有
关。监管部门针对保健食品
的日常监管，主要是现场查
看索证索票、抽检、受理群众
举报等方式，监管手段比较
单一，监督力度不够。同时，
我国保健食品的行业协会发
展还不太成熟，难以推动建
立行业自律。

中国法学会消法研究会
副秘书长陈音江介绍说，从
有关部门受理的投诉举报来
看，老年人遇到问题一般不
会主动举报，大多由其子女
或家属发现后才投诉。有的
老年人不愿意配合有关部门
调查，导致查处难度大，也纵
容了不法商家。

据公开报道，还发生过
这样的案例：在维权过程中，
执法人员组织调解，好不容
易促成退货还款，但推销人
员却大打感情牌，通过向老
年人送“关怀”，“痛陈经营困
难”等手段，让老年人背着家
属向执法人员提出改变执行
或放弃维权的要求。

“一眼假”的东西为何老年人却深信不疑
保健品“坑老”现象调查

骗局瞄准老年人 深信不疑频中招 遇到问题不举报 不配合调查取证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3月30日晚21时，无锡康贝佳口腔收
到紧急通知，要求立即组织核酸采样
队伍参加全市全员核酸检测任务，迅
速启动应急核酸采样队伍，二十余名
医护人员星夜出动，迅速集结，奔赴
滨湖区各个街道社区的采样点，持续
七天，直至 4 月 6 日下午才结束几日
的全民核酸。

接到指令，立即行动，一个个电
话，一条条通知……争分夺秒，一刻
不停。支援核酸采样队伍到达各个
社区核酸采样点后，根据现场情况迅
速理顺工作流程，临时组建多个采样
工作团队小组。在各个社区的采样
现场立即培训志愿者和工作人员，达
成共识，很快形成发码、贴码、扫码、
扫管、采样、搜集样本、打包冷链箱储
藏等一条龙流水工作线，整个过程紧
张有序、忙而不乱，以最快捷的效率
开展着工作，确保了工作效率和安全
防护。

在结束七日全民核酸支援任务
后的第二天，医护人员们又重新回到

各自的岗位，兢兢业业。“4 月 9 日、4
月12日、4月15日、4月16日、4月18
日……”在完成自己本身工作之余，
还来不及休息便要继续前往滨湖各
个社区分批次完成核算采集，转战

“战场”。在社区的各个角落里，都有
康贝佳“大白”们忙碌的身影，他们用
实际行动践行着康贝佳人敬佑生命、
救死扶伤、甘于奉献的精神，用默默
付出书写着医护人员的责任担当。

4 月 12 日，无锡市疫情防控 107
号通告，宣布恢复线下教学，康贝佳
每日定时前往校园，协助开展全校全
员核酸检测工作。他们冲锋在前，践
行医者的初心与使命 ，用生命守护
人民健康，严格按照疫情防控政策要
求，为守护锡城市民健康筑起了一道
道牢固的防线。 （小贝）

闻令而动闻令而动 勇担使命勇担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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