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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品营销又“坑”老人，整治刻不容缓

　　近日，四川雅安
汉源县市场监管局接
报后，排查发现当地一
店铺常举行保健产品会
销，还编歌曲、口号，
给老年人洗脑。视频报
道显示，执法人员经过
蹲点排查后立即采取行
动，然而首先出来阻止
的却是下面听课的老年
人，对执法人员说“没
事找事”。（9 月 5 日 
央视新闻）
　　保健品忽悠老年
人已是老生常谈的话
题了，也曾引起社会的
广泛讨论，然而此类事
件却屡禁不止，甚至反
倒出现了老年人干预执
法的现象。归其原因，
老年人是社会的弱势群
体，普遍存在健康焦虑
的心态，容易相信保健

品的虚假传播。加之在
大数据、信息化时代的
冲击下，老年人不仅个
人隐私得不到保障，在
信息的接收中也易产生
信息不对等的现象，这
些都使得不法分子有机
可乘。他们利用老年人
的心理与社会现状，以
关爱老人的名义，上门
对老人嘘寒问暖，攻破
老人的心理防线，让老
人心甘情愿被忽悠。
　　诚然，保健品对身
体有一定的功效，可以
提高和调节免疫功能。
但若在不遵循专业医师
的指导下盲目自行使用
保健品，不仅不会有助
于身体健康，甚至会出
现适得其反的作用。在
这些保健品营销的骗局
下有的老人不仅损失财

物，还会因为不正当使
用保健品对身体产生危
害作用。2015 年，汉中
市一八旬老太半年花了
16 万元，买的却是三无
保健品，商家居然还邮
寄来丰乳片。2017 年，
丰台一位老太太在销售
人员和熟人的劝说下，
数天内喝下大量保健
品，不幸死亡。这些案
例足以说明保健品的虚
假营销严重侵害了老年
人的权益，很多家庭也
因为老年人沉迷于购买
各类“无用”保健品而
深受其扰。
　　保健品虚假营销让
老人及其家庭苦久矣，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
条明确规定，经营者不
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

能、质量、销售状况、
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
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商业宣传，欺骗、误导
消费者。即使有法可循，
但是老人在社会总体参
与度低，维权意识弱。
加之保健品诈骗团伙在
举行虚假会销活动时通
常选择隐蔽的场所，导
致监管部门难以追踪。
这些都加大了执法的难
度，使得不法分子屡次
触碰法律的红线。
　　如何杜绝老人被
“坑”现象？需营造全
社会对老人关爱的良好
氛围，这才最好的保健
品。作为子女，要多了
解父母的思想，让老人
正确认识到自己的身体
状况，不过度焦虑。另
外，要在与老人的沟通

交流中让其提前建立一
道防护墙，不盲目听从
虚假营销。市场监管局
更要强化管理，尤其是
关于老人养生与保健类
产品的内容宣传，还应
不定期地对保健食品经
营店和会销场所进行拉
网式排查，做到全覆盖，
零容忍。
　　善待老人就是善待
我们的未来，这并不是
空喊的口号，而是要以
切实的行动来体现。维
护老年人的权益是全社
会共同的责任，社会要
形成共管共治的合力，
不能让保健品营销一次
又一次“坑”老人，整
治刻不容缓。

█马皖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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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人员秀“福利”，谁买单是个问题

　　“审核材料 20 分钟，
鸡大腿来了，又干 5 分
钟中饭来了”“吃完逛
万象汇，回头等政府开
会通知吹牛 1 小时，解
放”“主任塞了一堆饮
料，啥事没干，带回家
一大堆”……近日，扬
州一防疫人员在微博秀
“工作福利”引发网友
关注。9 月 6 日，记者
采访获悉，该防疫人员
扬州市广陵区新招聘的
小学老师，当地已停止
其志愿者服务工作，并
进行批评教育。（9 月 6
日 澎湃新闻）
　　笔者认为，防疫工
作不是“享福”，这名
防疫人员秀“福利”，
真的是有关部门所称的
不当言论？其背后值得

反思。
　　眼下，新冠肺炎疫
情又卷土重来，防疫工
作的任务繁重，许多基
层防疫人员坚守在战疫
一线，工作非常辛苦。
然而，这名防疫人员在
网上自曝的工作状态和
大秀“工作福利”，
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其
贴出的微博截图显示，
除了引发争议的文字，
还配发了 5 张美食图，
图片中除了有丰盛的午
餐，面包、饮料、水果
等也一应俱全。在其中
一张配图里，其悠闲地
翘着二郎腿，手上拿着
一包炸鸡，这哪里是在
开展防疫工作，完全是
来“享福”的。这与一
线防疫人员紧张的工

作，形成了鲜明对比，
也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
响。
　　或许，这名防疫人
员为新招聘的小学老
师，作为志愿者服务，
分配的工作任务并不
多。其在网上“展示”
的个人工作状态，并不
能代表大多数防疫人员
真实的工作状态。当地
教育部门经调查后，称
已停止其志愿者服务工
作，对其在网上发布的
不当言论进行了严肃的
批评教育，并就此事作
了书面检查。确实，这
种没有多少工作任务而
坐享“福利”的志愿者
服务，还是尽量不要安
排为好。但是，其秀出
的诸多“福利”，是否

真实存在？如果防疫真
有这么多的“福利”，
其发布的内容就不能完
全定性为不当言论，不
过是曝出一部分防疫人
员的“福利”罢了。
　　那么，问题来了，
购买的“福利”是由谁
来买单？如果是政府部
门对防疫一线的慰问，
由财政费用予以承担，
当然无可厚非，也体现
了政府部门对防疫工作
人员的关心和爱护。如
果是基层单位私自拿防
疫资金来买单，性质就
严重了，尽管没有揣进
自己的腰包，但也涉嫌
以公谋私，浪费了有限
的防疫资金。因此，防
疫人员秀“福利”事件
的背后，值得有关部门

反思。防疫资金不是“唐
僧肉”，千万不能消耗
在防疫人员诸多“福利”
等方面。
　　不可否认，疫情期
间大多数工作人员和志
愿者很辛苦，都是值得
尊敬的，不能因为几个
极端的个例，就抹除一
群人的功劳。但防疫人
员秀“福利”事件是一
次提醒，让有关部门反
思防疫工作中的不足之
处，并加大对防疫资金
使用情况的监督，不仅
要防疫，更要防违规违
法行为，须采取措施堵
住漏洞，要让防疫资金
真正用在疫情防控的刀
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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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拦婚车要钱就得大声说“不”
　　“打快板”“唱曲”，
拦住过路的婚车，举着
身上的二维码，这是要
干啥？要钱！ 9 月 4 日，
辽宁铁岭调兵山，8 名
老人因拦住婚车讨要喜
钱，涉嫌强行讨要、滋
扰他人行为被警方依法
处理。这 8 名老人中最
小 65 岁，最大 79 岁。
鉴于该八人违法情节轻
微，涉案金额较小，综
合考虑年龄和部分老人
身体残疾因素，警方依
法对八人进行了教育训
诫。（9 月 7 日《辽沈
晚报》）
　　我国不少地方都有

在新人结婚时拦婚车讨
要喜糖、红包的风俗，
绝大多数新郎、新娘都
能接受和理解，往往也
会满足这种要求。如今，
有组团拦婚车要钱的，
有强行拦婚车要钱的，
甚至有在马路上、十字
路口拦停婚车，明码标
价，不达目的誓不罢
休的。很显然，这一婚
俗逐渐变味了。报道中
提到的辽宁铁岭某知名
酒店门口，8 名年过半
百的大爷大妈一手拿快
板、一手拿二维码拦住
婚车讨要喜钱的做法，
确实有点过了。很多网

友表示：“这不就是乞
讨加抢劫吗？”
　　很显然，这种组团
拦婚车要钱行为，已经
完全与婚俗无关，实质
上就是拦路打劫、敲诈
勒索。这样拦路打劫，
不仅是给新郎造成了经
济上的损失，还容易制
造交通堵塞，引起双方
冲突，影响交通秩序。
　　拦婚车要钱是一种
涉嫌违法行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四十一条明确：
胁迫、诱骗或者利用他
人乞讨的，处 10 日以上
15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

处 1000 元以下罚款；反
复纠缠、强行讨要或者
以滋扰他人的方式乞讨
的，处 5 日以下拘留或
者警告处罚。情节严重
的，特别是多次被查处
的，还会被以寻衅滋事
罪追究刑事责任。
　　面对拦婚车讨钱，
不少新人因担心耽误婚
礼时辰而选择息事宁
人，拿钱消灾。殊不知
这么做只会助长这些人
的嚣张气焰，对拦婚车
要钱就得大声说“不”，
第一时间选择报警求
助。
　　对拦婚车要钱的打

劫行为，就得大声说
“不”，不能一味隐忍
听之任之，也不能三言
两语批评了事。教育千
遍，不如处罚一次，该
训诫的训诫，该拘留的
拘留，该坐牢的坐牢。
只有让违法者付出付不
起的代价，包括法律代
价、道德的代价、经济
代价、舆论代价等，才
能让他们不再抱有违法
之心，让更多的人理智
地做出行为判断和选
择，遵纪守法才能从一
种外在的约束成为内在
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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