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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包治百病？假的

多年前，纪光伟曾发现某保
健品宣称可以治疗301种疾病。
经过调查，他发现这类夸大、虚假
宣传的保健品广告很多。

纪光伟举例：青霉素只有
一个功能，就是消炎治疗，没有
其他的功能，现在青霉素仍然
在临床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世上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包
治百病，保健品就更没有这样
的功能。

天上掉馅饼？假的

纪光伟发现很多保健品往
往通过买二送一，买三送二的
方式吸引消费者，这是利用人
们爱占小便宜的心理。

不要以为自己是幸运儿，撞
见了大便宜，说不定你就进了对
方的圈套，成了被骗的冤大头。

患者出镜做广告？假的

在一些广告中，往往有病
人拿着身份证，标记着家庭住
址，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宣传疗
效，给人非常真实的感觉。

纪光伟曾遇到真实的案
例，一晚期直肠癌的病人已经
确诊一年多了，如果不是形成
了肠梗阻，她还不愿意来看
病。纪光伟询问后了解到，这
位病人轻信了假保健品，她还
给这款保健品做了广告。在宣
传册上，老人谎称自己吃这款
保健品治好了病。后来，老人
的儿子说出了实情，之所以为
保健品公司做代言，是为了获
得5000元的优惠。

打“黑科技”旗号？假的

许多假保健品打着“纳米
技术”“基因工程”“航天工程”
等幌子，利用大家对科学知识
的一知半解，达到行骗的目的。

纪光伟曾在一张报纸上看
见一个“中国生命基因工程科
学研究院”推出的广告，经过查
询，发现根本没有这样一个机
构。 （武汉晚报）

画面中，62岁的纪光伟正做着直播，在与网友进行医疗常识互动的同时，也通
过案例和“宝典”提醒老年朋友不要在保健品方面花冤枉钱。

最近，网上这段2分50秒时长的《科普网红纪光伟》视频，在朋友圈中走红。
新媒体时代，这位做了38年健康科普的退休医生也紧跟潮流尝试新的传播

方式。虽然已经从武钢二医院退休，但这份从1984年就开始从事的健康科普事
业，纪光伟依然坚持着。“我一直记得一位老前辈说的话：一天做一台手术，可以拯
救365个家庭，但一篇好的科普文章却可能影响、拯救成千上万个家庭。”

病房里6位刚生产不久的妈妈，竟
有5人得了乳腺炎。纪光伟说，他开始
做健康科普的念头，是38年前在这个
病房里萌生的。

1984年，刚参加工作1年的纪光伟
被分配到外科管理6张病床，新妈妈们
的这一共性问题，引起了纪光伟的关注。

“其实乳腺炎是可以预防的，但那
个年代很多妇女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我当时就思考，能不能把产后护理的
一些知识传播给大家呢？”针对这一现
象，纪光伟撰写的第一篇科普文章《和
年轻妈妈谈谈乳腺炎》于1984年刊登
在报纸上。

积年累月的写作、讲座，纪光伟拥
有了一个以老年人为核心的“粉丝
群”。经常有老人拿着各类保健品找他

帮忙看看，纪光伟一开始也不理解，很
多所谓的保健品一看就是骗人的假货，
但还是有不少老年人心甘情愿上当受

骗。推销者究竟用什么方式给老人洗
脑？这其中又隐含着怎样的套路？

纪光伟决定深入“虎穴”，一探究竟。

纪光伟亲历了一场“天上掉鸡蛋”
的活动。

一次，纪光伟在自家小区门口看到
有人摆摊，只要留下电话和姓名就能免
费获得一本《家庭保健》杂志和几个鸡蛋。

《家庭保健》由湖北省卫生厅主管，
纪光伟经常给他们投稿，他联系杂志社
后了解到，杂志社并没有开展这样的线
下活动。“明显是借着别人的名号骗人，
我偏要去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花招。”
于是，纪光伟留下了自己的电话。

几天后，纪光伟接到电话，电话那

头一个年轻人邀请他去听一场讲座。
纪光伟到达位于一个居民楼里的

讲座地点时，房间里已有二三十位老
人。讲座结束时，组织者开启房间里的
一扇门，里面满是各类商品，但不是保
健品。参会人员可以用很低的价格购
买房间里的商品。不购买的话可以交
20元保证金，表达对该机构的诚意，下
次活动时退还。

纪光伟交了20元，没有带走什么
东西。

几天后，纪光伟再次接到邀请电

话，这次讲座设在一个高档宾馆。
会场气氛“空前热烈”：台上的人拿

着话筒高声叫喊，台下的老人们应声高
呼。这样的场面纪光伟还是第一次见
到。讲课结束，推销人员拿出了要卖的
保健品，围住一位位老人，“这套路实在
是太深了，一来就发鸡蛋，销售人员一
声声爸爸、妈妈，喊得可能比这些老人
们的亲生子女都亲热”。

纪光伟说，这家公司其实是通过三
个环节在筛选目标人群，每个环节都愿
意花钱的老人就是他们的“核心客户”。

“说起来怕你们不信，我妈也曾经热
衷那些资质不全的保健品。”纪光伟讲述
了一段把母亲拉出“陷阱”的经历。

纪光伟说，相当一段时间，自己的
母亲也曾是一名假保健品的痴迷者，隔
三岔五就会带一堆“宝贝”回家。“我在
家给我妈反复科普，但她还是喜欢去参
加这些推销活动。”纪光伟想出一个办
法：老人每次出门，身上只带20元钱，

“就算被骗也只是小钱”。
不曾料到，有一次，带了20元钱出

门的纪妈妈，还是提着一大堆治疗便秘
的保健品回了家。“原来，推销的人亲自
帮我妈把保健品送回了家，我妈在家给
他们付了1700元。”纪光伟说，除了保
健品，对方还送了一大堆赠品。

其中一个赠品是一只普通杯子，在
这家公司的网站上，这只杯子竟然标价

1000多元，一一查看其他赠品，总价值
竟然超过3000元。“除了这1700元的
保健品，还能得到3000多元的赠品，天
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账这么一算，纪妈妈也觉得儿子的
分析有道理，再遇上类似的事情也开始
留意。

市民李先生对纪光伟的评价是“做
事很专业，处理事情的方式也很得
当”。李先生的父亲曾是纪光伟服务过
的一名患者，李先生说：“我爸以前就爱
买保健品，我们说了好多次他都不听。”

老人是一名患强直性脊柱炎的病
人，平时活动需要使用助行器。住院期
间，这位老人通过电视了解到一种可以
药到病除的“神奇保健品”，他打电话给
厂家，对方先寄来了一个收音机和一堆
资料。被这些资料洗脑后，要求家人买

这款一个疗程一万多元的保健品。
李先生求助纪光伟，纪光伟通过反

复做工作说服了老人。没想到，老人放
弃购买后，商家开始电话“轰炸”，纪光
伟知道后，主动帮病人与对方理论，“你
再敢打电话过来，我就报警。”

纪光伟说，老人们爱乱买保健品其
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除了爱占小便
宜、好奇尝试的心态外，老人对自己健康
状况的焦虑以及儿女们对老人的关爱不
够是问题的关键。“年纪越大，人们对健康
就越焦虑，有些人体衰老的问题可能会
给老人带来痛苦，通过医疗手段仅能部
分缓解。”纪光伟说，亲情缺位也把老人推
向了保健品市场，“有些老人很孤单，参加
这些推销活动，可以认识朋友，还会被人
热情对待，能得到心理上的安慰，所以子
女们要常回家看看，多陪陪父母”。

催生他健康科普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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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子女

看清这些
保健品“套路”

贴士

科普医生卧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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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关爱不够是老人上当的重要诱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