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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起，我市市场监管
部门在涉老食品、保健品、药品、
医疗器械等重点领域，开展打击
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目前已
取得阶段性成果。

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案
件管理与协调处负责人介绍，从
已查处的案件来看，此类案件的
当事人多利用老年人注重养生、
防范意识弱等特点，采用免费礼
品、免费体验、打亲情牌等营销

“套路”，引诱老年人上门购买高
价保健品或养生保健服务。涉
及的违法行为以“虚假宣传”较
为常见。

对此，该负责人提醒老年消
费者，日常购物时应保持理性，
尽量选择正规门店，按需购买。
如需购买保健食品，请注意查看

“蓝帽子”标志，并谨记“无论是
普通食品还是保健食品，都不具
有治疗功效”，如商家宣称此类

产品具有治疗功效，一定是虚假
宣传，请拒绝购买并可向有关部
门举报。

同时，建议家人应多关爱、
陪伴老年人，引导他们科学健康
养生，理性看待养生保健类服务
及保健品的作用及功效，及时了
解他们的消费需求，并给予必要
的指导和帮助，不给非法商家可
乘之机。

一家新开业的艾灸店，身处背街楼栋、连招牌都没有，前来光
顾的老年人却络绎不绝。在执法人员检查时，老板坚称没有坑骗
顾客，在场老年人还为该店“点赞”。这是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开
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中的一个办案现场。

商家到底布设了怎样的坑老“陷阱”？执法人员如何突
破阻碍、撕下其伪装？昨天，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披露了
这起坑老案的详情。

偏僻新店老年人络绎不绝

“治病糖果”背后
藏着什么猫腻？

去年11月初，一名社区网格员向江
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了一桩怪事：该
社区附近新开了一家小店，位置虽然偏
僻，但每天早上前来光顾的老年人络绎不
绝。

新开张的小店缘何吸引了这么多老
年人？执法人员次日一早便前去调查。

这家小店位于背街楼栋的二楼，门口
没有任何招牌，从外面看，根本看不出是
家店铺。但推开门，里面却是一番热闹景
象：不足30平方米的房间内坐满了老年
人，一名男子正在推销“美元水松”产品，
未来得及关闭的PPT宣传页面显示，该产
品原价598元，现价498元，还赠送大蒜
油、大米、100元代金券和半年免费艾灸
服务。

经现场检查，该店证照都是2021年
10月底新申领的，店名为“xx艾灸店”。
在该店仓库内，执法人员发现了53盒“美
元水松”及粮、油、蔬菜等商品，其中，“美
元水松”外包装标注的产品名称为“美藤
果油元宝枫籽油水飞蓟籽油凝胶糖果”。
经执法人员比对、核查，粮油等商品系正
规产品，但“美元水松”产品存疑。

执法人员通过调取该门店销售记录，
发现该公司自2021年10月31日开始销
售“美元水松”以来，从未有过598元的

“原价”。
鉴于该店涉嫌虚构原价等违法行为，

执法人员责令该店立即暂停销售“美元水
松”产品，并对现场老年消费者进行相关
安全消费提示。然而，老年人纷纷帮店主
说好话，“店长对我们很热情”“免费让我
们坐艾灸凳”“这家店卖的东西很便宜，我
吃了他们卖的美元水松，便秘都治好了
……”

明明只是“凝胶糖果”，顾客为何说
“治好了便秘”？执法人员警觉起来，随即
就该店销售的“美元水松”产品向供货商
所在地（山东济南）市场监管部门发出协
查函，同时，对该店是否存在虚假宣传等
违法行为展开进一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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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张的背街小店
缘何老年人频光顾

老板自证“清白”
反坐实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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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回函称，涉事门店销
售的“美元水松”食品配
料表存在问题——含量
较低的低聚果糖、维生素

C、柠檬酸标注在前，含量
较高的纯化水、明胶和甘
油则标注在后。该食品
标签不符合相关规定，存
在误导消费者的可能性。

产品问题被证实，但
围绕该店虚假宣传行为
的调查起初却并不顺
利。该店经营者曹某在
接受调查时，坚称没有从
事违法经营活动，被发现
的PPT“课件”中虽然有
介绍产品功效内容，但他
坚称从未使用过。

对于是否通过微信
群、微信朋友圈等渠道做
虚假宣传，曹某亦矢口否
认。为证明自己的“清
白”，他打开手机展示微
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没
想到，这些“证据”起到了
反证效果——

执法人员发现，曹某
曾在微信客户群中分享

了一则顾客“现身说法”
的案例，其中夸赞“美元
水松”效果好，足时足量
服用后，“睡眠好，眼睛看
得清了，便秘好了，尿频
尿痛好了，肩颈不痛了，
冠心病心绞痛也不怎么
发了……”对于另一名顾
客在群中反馈的“吃了美
元水松心跳时间变多，晚
上不敢去跳舞了”的问
题，曹某回复称，“恭喜
你，美元水松对身体起了
效果，不要害怕。”

此外，曹某的微信工
作群中，还有“这两天尽
量自己讲……不要放讲
功效的课……”等规避检
查的提示。

随着越来越多的证
据出现以及执法人员的
现场普法，曹某渐渐败下
阵来，这个艾灸店也逐渐
露出真面目。

经查，该店于去年10
月31日开业，经营期间，
通过免费坐艾灸凳、一元
蔬菜等优惠活动，吸引老
年人上门“听课”。所谓
的“课程”主要有4部分内
容：点名签到、坐艾灸凳、
放音乐、卖“美元水松”。

除上述微信中的宣
传内容外，该店为推销

“美元水松”，还在介绍该
产品时宣称“包含浓缩的
美藤果、元宝枫、水飞蓟、
松针，都是新资源食品，
吃了该产品能排气、打
嗝、排毒”。实际上，松针

并不在国家公布的《新资
源食品目录》中。

现有证据显示，截至
案发时，曹某共进购“美
元水松”产品87盒，其中
34盒已售出。

鉴于当事人行为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构成对
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
解的商业宣传、经营标签
不符合规定的食品、虚构
原价3项违法行为，江阴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
对其作出没收53盒“美元
水松”、罚款10.3万余元
的行政处罚。

优惠和功效均为假
“坑老骗老”才是真

保健食品没有“治疗作用”

（晚报记者 刘娟/文 受访者供图）

【 】
处
罚

【 】
消费
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