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信群：靠讲座“带货”

董女士今年 66 岁，退休十几

年来，她买回来的保健品数不胜

数。她可能至今也没明白，自己是

怎么一步一步走进了无良商家设

置的“健康”圈套。

近日，记者受董女士邀请进入

一个名为“某某健康公益 18 群”的

微信群，成为“听养生课”的积极分

子。群内有成员 391 人，群公告这

样写道：“此群为公益群，由某某中

医院创办。某某教授将不断为大

家提供中医养生秘方和科普健康

常识，带大家一起科学饮食、改善

不良习惯！大家可以邀请自己身

边的朋友进群，拉 10 人可以领取 5
元红包，多拉多得。邀请条件：满

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

群内，一场场直播讲课定时定

点，365 天从不中断。在建立了与

老人们之间的信任之后，直播讲课

就开始不时地“蹦”出各式各样的

产品，有的可以防治心脑血管疾

病，有的补肾补肝补气血，有的补

硒，有的明目，还有的治关节。

在这个公益群里，产品种类繁

多：氨糖、虫草硒牡蛎钙、透明质酸

钠、熊胆蓝莓片、甧元双参肽、复合

胶原蛋白肽、雪莲硒肽片⋯⋯商品

标注的售价在 900-3000 元不等，

活动促销价基本在 1000 元以内。

商家的促销频率非常高，几乎每次

直播卖货都是促销价，不少人跟风

下单。记者所在的微信群 3 月 7 日

当晚直播结束时，有 58 人在群里

下单并付定金 10 元，购买了原价

为 990 元 1 盒，当晚促销价为 990
元 20 盒的甧元双肾肽。若已付定

金人群全部付款，则 3 月 7 日当晚，

这一款产品的销售金额就可达近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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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到爆料，说杭州保

俶路上有一家叫“垦荒人”的

店，专门卖高价保健品给老

人。于是我化身成保健品销

售人员，开始卧底之旅。

入职之前要培训三天，这

其中，销售套路讲了，保健品

介绍了。有一点特别显眼，那

就是在他们用于“引流”的店

内，普通食品被包装得光鲜亮

丽，更容易让人误会这就是一

家卖绿色食品的超市。

垦荒人的销售体系经过

多年磨炼，从送大米、家访、品

尝会、福利会、低价旅游到最

终促成购买和翻单，感觉销售

只要足够勤奋和努力，就能源

源不断把新的老人吸引到这

个体系中来，甚至不需要太高

深的技巧，肯拉下脸，发动情

感攻势，拿出小辈的姿态多求

求老人，就能拿下单子。如果

有老人退货，他们也会按照之

前承诺的“无理由退货”来，就

是因为他们本身的销售体系

过于庞大，根本不在乎一两个

老人反悔。

“老人都很有钱的，他们

就算不吃我们的保健品，也会

吃别的牌子的保健品。”销售

人员说。

销售告诉我，年底一场

“测评会”的营销额有七八十

万元之多，就算是平时一场普

通的测评，营销额也会有 10 万

元到20万元不等。

测评会结束后的销售攻

单才是重点。我眼看着一名

销售拿着单子，努力劝老人再

多买两万元的东西，这样就能

送几瓶额外的保健品。一名

胖阿姨坐在椅子上。她的布

包里只有 200 元整钱和几十

元零钱。销售告诉她，可以先

交定金，等有钱了再补上。老

客拿走了她那 200 元，迅速交

到销售手上。销售一手拿钱

一手写单子，一气呵成，只给

胖阿姨留下了几十元钱。

看着胖阿姨呆呆坐着的

样子，我的眼眶突然红了。

据《钱江晚报》

“垦荒人”卧底记

“新人进群私信群主领红包”“拉满
10 个人可得 5 元红包”⋯⋯这些看似只
是在微信群里领领红包、拉拉人头的无
害操作，实则是一些无良商家为坑骗老
人做铺垫。记者近日对保健品夸大疗
效、虚假宣传等乱象进行了调查。

很多老人难以辨别卖家话

术真伪，记者带着对群内产品

功效的疑问，采访了有关专家。

口服透明质酸钠（固体饮

料）能滋养软骨吗？中日友好

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孙伟解释，

首先，人体软骨的退行性改变

是不可逆的；其次，透明质酸钠

只是一种医用的润滑剂，在临

床上偶尔注射用于关节病患者

的治疗，但这种润滑剂对于骨

关节疾病能起到的作用很有

限。“它产生的效果是短期、临

时的，并且从循证医学的角度

出发，它的疗效并不确切，国际

用药指南也不将它作为推荐用

药。”孙伟说，“口服的话，会直

接被胃里的酶分解掉，连肠道

都到达不了，更别说被软骨吸

收了。”

由于胶原蛋白是眼球的主

要组成部分，所以口服胶原蛋

白肽能护眼？这种说辞在孙伟

看来也是在混淆概念。胶原蛋

白是大分子结构，不能被人体

直接吸收，需要通过人体中的

酶转化成为氨基酸，然后再补

充给人体各器官。而这个时

候，它就不再是胶原蛋白，而只

是普通的氨基酸了。

孙伟呼吁老年朋友正视自

己的身体变化，必要时及时就

医。“此类保健品常见于药品和

食品之间的灰色地带，想指望

它们对身体起好的作用几乎是

不太可能的。”

医生：老人要有好心态

有的老人上当受骗后，觉

得维权无力，实则不然。

“商家夸大保健品功效或

疗效属于虚假宣传，应当承担

法律责任。”北京某律师事务所

不愿具名的张律师介绍，按照

法律条款，如果保健品的实际

功能与其标签或说明不符，不

得上市销售。已上市销售的，

食品生产者应当召回，食品经

营者应当在发现后立即停止经

营并通知食品生产者。如果保

健品的实际功能与其标签或说

明不符是由食品经营者造成

的，则经营者为召回主体。另

外，双方均应停止发布广告，消

除影响，支付罚款。

张律师提醒老年人，在购

买保健品时尽量保留交易记录

等证据，网购和银行付款一般

可以查到交易信息，交易付款

时如有明确注明更好。如果是

现金交易，可以让销售方提供

发票或小票等。张律师介绍，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生产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

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

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

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

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

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但

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

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

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

张律师还建议广大老年朋

友，如果要购买保健品，可以关

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卫

生健康委每年发布的保健食品

原料目录、保健功能目录和保

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

名单，比对一下要买的保健品

是否在该等列表中。 据央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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