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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直播间等线上渠道购
买保健品，成为一些老年人热衷
的事情。不过，一些直播间在销
售保健品时乱象频出，营销“花
招”更是让老年人防不胜防。

一瓶咀嚼片能治四五种病、
４盒药片就能让胃黏膜变得光
滑厚实富有弹性、一个枕头就能
让多年的颈椎病痊愈……如今，
在一些网络直播间，充斥着类似
的保健品销售话术，吸引了不少
有健康焦虑的老年人购买。

有的产品号称有治疗奇效，
到手后查看说明才发现只是普
通食品；有的下单时号称一个疗
程就能见效，后面商家却变着法
地让消费者追加购买；有的包装
上标注的生产厂家，查询时居然
已经注销……

2020 年，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在《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营
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中明确
要求，“网络直播中不得出现医
药器械及保健品类广告”。但是，
现实中一些直播间依然“花招”
频出，通过夸大效果、虚假宣传
等手段销售各种保健品，使得一
些老年人“掉坑”。

直播间里保质期
长达10年的“神水”

“一瓶水卖 1300多元，而且
保质期长达 10年，这到底是怎

样的‘神水’？”前不久，重庆市民
郭畅（化名）在网上发布视频，讲
述了他母亲网购保健品的一段
经历。

郭畅的母亲今年 69 岁，一
直睡眠不好，胃肠也有些小毛
病。一次看直播时，郭畅母亲购
买了一款饮用水产品。主播声称
喝了此水能改善睡眠、调理肠
胃。收到产品后，郭畅替母亲先
尝了一口，嘴唇和舌头立刻感到
强烈的酸涩味。

“当看到瓶身并未标注生产
许可证时，我就起了疑心。”郭畅
说，他拨打了包装上的厂家电
话，得到的回复是：“生产许可证
还在申请”。他又通过生产厂家
所在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
查询获知，其食品生产许可证一
年多以前已经被注销。随后，他
向相关部门进行了举报。事后，
该直播间被关闭，郭畅母亲也收
到了退款。

郭畅回忆道，自从学会网
购，他的母亲大部分时间就在手
机里逛各种直播间，最热衷的就
是买一些声称能治疗或调理胃
肠的保健品。“去年，她在另一个
直播间也买过保健品，花 400元
买了一个疗程。主播说服用后胃
黏膜会变得光滑厚实富有弹性，
不再反酸胀气。可是，服用后没
有任何效果。还是我极力反对，
她才没有继续追加购买。”

记者采访发现，像郭畅母亲
这样沉迷直播间网购保健品的
老年人，生活中不在少数。在网
上搜索“直播带货”“保健品”等
字样，有很多带着“高科技”“高
效能”等标签的保健品，从功能
马甲、能量枕头等生活用品，到
压片糖果、固体饮料等食品，可
谓五花八门。

直播间里的“花招”

“在售卖保健品的直播间，
主播们使用的招数也让老年人
防不胜防。”郭畅坦言，在各种

“花招”的攻势下，老年人容易丧
失对虚假产品的辨别能力。他举
例道，母亲之所以愿意花 1300
多元购买一瓶饮用水，也是被瓶
身标注的“荣获国际发明专利”

“欧洲专利号”等称号所蒙蔽，认
为该产品很靠谱。

一位供职于重庆某三甲医
院老年病科的主任医师告诉记
者，在推销保健品过程中，加入
一些所谓的“学术词”“高端词”，
是很多直播间商家的惯用手法。

“这些词听上去很专业，容易博
得老年人的信任。”

“其次，还有一种‘打擦边球’
的方式。”该主任医师说，主播介
绍保健品时不会直接描述功效，
而是尽可能多地描述具体状况，
并且表示如果出现上述症状，食

用此类产品后能有明显改善，以
此暗示产品具有治疗功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保健品不以疾病治疗
和预防为目的，我国批准受理的
保健食品的保健功效有27种，主
要针对血脂、血糖、记忆、脂肪肝
或者肝损伤等方面的调节，而且
多是使用“辅助”“改善”“促进”等
字样，而非“治疗”“预防”等。

“有的主播宣传的保健品功
效，夸张到令人震惊。”家住重庆
渝北区的阳女士说，为了防止父
母上当受骗，她总是陪他们看直
播。“有次看到某直播间正在销
售一款‘功能项链’的保健品，主
播甚至声称偏瘫患者戴上项链，
可以直接站起来行走，明显是忽
悠人。”

此外，阳女士告诉记者，她
在陪父母看直播过程中，还遇见
过“直播间变剧场，演戏炒作卖
货”的招数。在某直播间，一名主
播先是声情并茂地讲述一位老
人解除病痛的剧情，讲到一半竟
推销起了保健品。

养生重要的是养心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2023年末，我国60岁及
以上人口超过 2.96亿，其中，约
1.7亿人是网民。“从做儿女的角
度看，父母愿意接触网络，其实

是好事。但因为有太多的‘坑’，
又让我们担心不已。”郭畅的话，
说出了许多子女的心声。

重庆市保健服务行业协会
相关人士表示，老年人通过手机
了解养生知识、购买保健品，是
主动适应时代变化的表现，值得
鼓励和肯定。但是，银发族养生
重要的是养心。“有些老年人表
现出健康焦虑，只要听闻保健品
有什么功效，就迫切想买来试
试，这种浮躁的消费心态不可
取。”该人士进一步说，老年人要
清楚保健品并非药品，更不能将
治疗疾病的希望寄托于此。

重庆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
员提醒，选购保健食品一定要认
清、认准产品包装上是否有“蓝
帽子”标识及保健食品批准文
号。法律人士也提醒，老年消费
者应保持理性，不要盲目相信主
播的介绍和广告说辞，尽可能到
合法正规的线下门店或线上官
方旗舰店购买，并索要发票或销
售凭据，作为举证维权的依据。

记者注意到，对于网售保健
品存在的一些乱象，上海、宁夏
等多地已经发布规定，明确医
疗、药品、保健食品等不适宜以
网络直播形式营销。“希望相关
部门继续加大整治力度，让网络
上的‘坑’少一些，让质量过硬的
保健品多一些。”郭畅说。

据《工人日报》

1300多元的“神水”保质期竟长达10年，而且厂家生产许可证已注销

直播间保健品何以“收割”老年人

彩礼动辄二三十万元，还
要“三金”或“五金”；在一些地
方，“天价彩礼”改头换面、花样
翻新……

“五一”前后是婚礼高峰，
“彩礼”也成为热议话题。记者调
查发现，彩礼过高导致部分农村
男青年被迫举债结婚。“天价彩
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
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
索。

“天价彩礼”
衍生出新变种

不久前，湖南小伙陈建雄到
女友内蒙古老家提亲。女友家长
辈提出，结婚前需要给 20万元
彩礼，并购买“三金”（金戒指、金
项链、金耳环），还要求在长沙买
10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男方出
首付。

“这对我来说压力太大了，
这些钱加起来得有近百万元，就
算‘咬咬牙’也拿不出这么多，只
能想办法四处去借。婚还没结，
就得先欠一屁股债。”陈建雄说，
面对“天价彩礼”，他有些不知所
措，也不知道该怎么和家人沟
通。

近年来，相关部门和一些地
区加大对高额彩礼综合治理，取
得了一些成效。但与此同时，“天
价彩礼”也衍生出各种新变种。

记者采访发现，相比于传统
的给大额现金、购买“三金”，如
今有些地方“天价彩礼”衍化成
房子、车子、存折等。

例如，在山东、河南、甘肃一
些县区，彩礼存在“万紫千红一
片绿”“一动不动”等说法，其中

“万紫千红一片绿”是根据人民
币颜色而来的通俗说法，包括一
万张 5元、一千张 100元和若干
50元，算下来超过 15万元；“一
动”则指小轿车一辆，“不动”指
在城区有一套房子。

在一些地方，索要彩礼方式
也在改头换面，男方要将一定数
额的钱放在存折或者银行卡里，
婚前给到女方手中。“有多少钱
不公开，但是彼此心知肚明，主
要是看男方的诚意，也为了避免
结婚当天男方反悔不给。”一位
受访对象说。

为了让“天价彩礼”变得“名
正言顺”，一些农村地区将彩礼
改称“恩养钱”。受访对象表示，
男女订婚时在明面上不提“彩
礼”二字，双方家庭也不直接对
外说要多少钱娶媳妇，改成报答
女方父母养育之恩的钱。在一些
地方，男方婚前要为女方或女方
父母购买大额保险。

不少乡镇干部说，这些变相
彩礼其实和原来的现金并无两

样，这些所谓的“习俗”也并非真
正的民俗，但乡镇政府、民政等
部门一旦进行制止或约束，往往
会被村民指责“破坏习俗”，因此
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天价彩礼”之风
因何难刹

基层干部和受访专家认为，
“天价彩礼”频繁出现，背后有多
重原因。

首先是当前一些农村地区
性别比失衡，男多女少。武汉大
学大数据研究院副教授龚为纲
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从全国
总体水平来看，彩礼多少实际
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全国各地出
生性别比的一种折射。出生性
别比的失衡程度和女性流动情
况的组合，总体上决定了各地
婚姻市场的失衡程度和彩礼的
高低。

在中部某地，23 岁的唐霄
此前通过相亲认识邻村一名女

孩，双方约定订婚，彩礼 30 万
元。唐霄说，在当地，如果是相亲
认识的，彩礼会相对更高些，因
为双方还没有建立感情基础，彩
礼的多少就成了一种“筹码”。

其次是攀比风盛行。记者采
访发现，“天价彩礼”频繁出现，
与当前不少地区滋生的“红事”
攀比风气有关。记者采访了解
到，在部分农村地区，除了动辄
十几万元起步的彩礼，还不乏

“三金”不能比别人家差、在本地
最好的酒店办宴席、安排蜜月旅
行等要求。这种相互之间的攀比
心理，也助长了不良风气。

此外，一些女方家庭有“劫
老济小”“随行就市”的心理。

“我们要彩礼，也不是想自己
用，是给孩子们要的；彩礼给得
多，小两口以后生活有保障。”
湖南某地一名女青年的父母
说。至于会不会给男方父母增
加太大负担，一些女方父母表
示：“给儿子娶媳妇就得花钱，
天经地义。娶媳妇借的钱与小
夫妻不相干。”

还有一些女青年表示，周围
其他女孩都要彩礼，如果自己不
要，显得自己“身价低”“没面
子”。

在部分婚介市场，媒人大
都会按照彩礼的一定比例抽取
酬劳。为获取更多收入，一些媒
人在婚介行为中会有意哄抬行
情、推波助澜，也让彩礼一路高
涨。

一些村干部表示，当前，不
少年轻人到大中城市和县城工
作，相互之间存在比较心理。为
了婚后生活有保障，男方在县城
有房已成为女方选择婚配的“前

提条件”，“三金”也变成了“五
金”乃至“七金”“九金”。

让婚姻始于爱
让彩礼归于礼

记者调查发现，高价彩礼易
引发婚姻矛盾。在中国裁判文书
网中检索相关关键词，男方婚前
支付高额彩礼，婚后因种种问题
导致离婚及引发财产纠纷的案
件不在少数。

2022年 8月，农业农村部、
中央文明办、民政部等八个部门
联合发布《开展高价彩礼、大操
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
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
提出治理目标是高价彩礼等陈
规陋习在部分地区持续蔓延势
头得到有效遏制。

今年 2月 1日起施行的《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二条指出，禁止借婚姻索
取财物。一方以彩礼为名借婚姻
索取财物，另一方要求返还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近年来，一些地方纷纷出台
政策，整治“天价彩礼”问题。比
如，河南省宁陵县将婚丧礼俗规
定普遍纳入村规民约，倡导彩礼
不高于 3万元。宁夏回族自治区
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高额彩礼
专项治理的实施意见，制定了
12条正向引导措施和 5条负面
约束措施。

受访专家表示，“天价彩礼”
现象，仅靠一纸禁令很难从根本
上改变，更重要的是加强宣传，
持续改善社会风气。

据新华社

“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负担重

变种的“天价彩礼”何时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