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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课程免费”实则赚黑心钱
网上有机构迎合老人“健康焦虑”卖课卖药

“这里多按按，可以养肺。”
“我们就是要‘小病自己治，大病
少花钱’。”“课程不收一分钱！”

“提供最权威的电话专家问诊服
务。”你家老人是不是经常能在
网上看到“为你健康着想”的“贴
心”主播？

随着民众健康意识逐渐增
强，在网络直播普及的当下，不
少老年用户渴望通过网络继续

“充电”。部分商业机构正是看
中了老年用户的此类需求，在
网络直播平台大肆兜售所谓

“健康课程”，并以此牟取不当
利益。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此类商
业机构首先在短视频平台直播
中以“养生操”或“免费公开课”
的形式诱导用户加入网络群聊，
随后对入群者“洗脑”，通过贩卖

“健康焦虑”等方式，最终诱导用
户以数百元至上千元不等的价
格购买相关“健康课程”。由于此
类商业机构多为不知名的小微
企业，因此一些用户在发现上课

“没有效果”后退款无门，从而上
当。

从“免费”到“付
费”的“健康课程”

打开短视频平台，进入直播
频道，输入相关的关键词，就会
出现各类打着“中医养生”旗号
的“免费”教学分享。当老年用户
开始认真观看此类直播时，就迈
出了“被套路”的第一步。

“这里多按按，可以养肺。你
的肺有多强壮，你的身体就有多
强壮。”在一家短视频平台的直
播频道内，一位主播正在讲授所
谓“手部保健操”，有近 300名用
户在线上观看，其中一些用户还
留言评论，与博主互动。

“我们这个课程是不收一
分钱的，我也不要你的小礼物，
你给老师点亮一个‘免费’的小
红心就可以了。”主播声称自己
的直播课程免费，诱导观众以
点赞的方式来提升直播热度，
以吸引更多用户进入直播间观
看。不一会儿，主播便开始引导
用户点击直播页面的跳转按钮
加入网络聊天群，并声称用户
入群后可以享受更多“健康福
利”。

按照主播的操作方法，记者

在跳转页面中添加了一名工作
人员，他迅速给记者发来了入群

“学习资料”。在时长 4 分钟的
“导入课程”中，有“老师”以视频
方式对接下来为期 30天的“免
费课程”进行介绍。

“我们就是要做到‘小病自己
治，大病少花钱’。”视频中的“老
师”说，只要加入了他们的“健康
课程”群，不管有什么疑难杂症或
者慢性疾病，都“不需要去医院”，
他们就能够提供“最权威的电话

专家问诊服务”。在学习完“先导
课程”后，记者还收到了由对方发
放的0.3元红包“奖励”。

在随后的所谓“养生课程”
里，“老师”不停地推荐某款“蜂
胶”，并声称该产品有多种保健
功效。记者在对开设该课程的商
业机构的背景调查中了解到，除
兜售“蜂胶”外，这位“老师”还在
直播中兜售名为“××不老丸”

“××口服液”的“药品”，且售价不
菲。有用户投诉称，家中的老人
花费一万多元购买了上述“药
品”，但服用后没有任何效果。

不少短视频平台都有类似
的情况。有的男主播身着太极
服，一边用手敲打身体，一边解
说所谓的身体“疏通开关”。

其间，该主播引导观众点击
直播界面右下角的“公益课程”，
声称可以免费获取养生知识。记
者在加入网络聊天群后，群聊中
的“班主任”要求大家每天课前
都要完成“打卡”。

每天晚上 7点左右，“老师”
都会象征性地与听课学员互动。
在讲了一些“中医理论”后，“老
师”在第 4天的直播课程中便开

始引导学员购买价值“1980 元
的定制课程”，并声称只要购买
了该课程，就能在两年内获得与

“老师”“一对一的问诊机会”。
“现在是凌晨1点多，‘老师’

久久不能入睡，躺在床上，闭上
眼就想起你上课时的努力。”看
记者一直没有下单购买，该“老
师”在某一天的凌晨 1点发来信
息，“苦口婆心”地劝记者“买课”。
有趣的是，这次的课程价格已经
从 1980 元下调至 1280 元，“老

师”声称，这是为记者专门申请
的“特惠价格”。

“私域直播”下的
“患病焦虑”

部分商业机构在短视频平
台的直播中，以“免费”健康科普
作为引流入口，将“筛选”过的用
户带入网络聊天群的“私域直
播”，不仅能自主掌控直播中的

“不配合”评论，还能为其带来稳
定的用户流。

“老师”以“二次跳转”方式
将用户拉入私域群，营造封闭的
洗脑空间。在一个名为“拾青学
堂”的课程群，一位自称“班主
任”的人添加记者为好友之后，
说 6天的“健康养生训练营”是
由“北京某医院的知名教授”研
发的，他每天晚上都会在群内张
贴讲课直播链接。

经查询，该直播链接由北京
某公司提供。“点击链接，就会进
入这种小互联网公司开的‘私域
直播间’，平台很难对其进行有
效监督。”资深互联网行业专家
尹生分析说，卖课者以“二次引

导”的方式诱导用户进入“小圈
子”之后，可以利用更露骨的方
式对用户进行洗脑。

“感觉‘老师’很认真，直播
中有人不认真听讲都能被她发
现，大家在看直播时也会不停发
评论夸‘老师’讲得好。”年近六
旬的谢女士告诉记者，为了配合
听讲，她还花 58元专门购买了

“老师”推荐的听课讲义和用于
艾灸的相关器材，“到目前为止，
感觉‘老师’讲得挺好”。

卖 课 者 还 贩 卖“ 健 康 焦
虑”，诱导用户借贷购买课程。
在一个“养生课程群”内，一名

“课程助教”向记者索要舌苔照
片，声称“老师”能“一对一”为
记者“辨证施治”。记者从网上
随意下载了两张舌苔照片传给
对方，对方称“从舌苔来看，你
属于‘痰湿体质’，接下来就会
长肿瘤。后续的课程中，老师会
给你解决方案”。

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教授蒋
日磊说，中医讲究的是“望闻问
切”，科学的中医不会仅根据一
张照片判断疾病。耐人寻味的
是，在蒋日磊的指导下，记者以
另一个身份添加了同一课程的
另一“助教”后，将一组与前述完
全不同的舌苔照片发给对方，居
然也得到了一模一样的“诊断结
果”。

此外，在“拾青学堂”的课程
群中，有“用户”询问：“自己想购
买课程，但银行卡里余额不够怎
么办？”“班主任”说，可以用信用
卡来分期支付。不一会儿，该“用
户”称已成功办理分期，听课一
天“才 11块”，很划算，并贴上了
付款截图。随后，有“用户”表示
自己年纪大了，再不学真的“没
命学了”，自己刚找邻居借了
2000块钱，先报上名。

线上“健康课程”
退费难，呼吁监管介入

老年人接触网络直播时间
短，维权能力较弱，在面临不法
侵害时常常难以招架，这需要有
关部门及早介入，消除风险隐
患。

在第三方消费者投诉平台
“黑猫投诉”上，一些老年人的子
女在发现父母掉入“健康陷阱”
后，纷纷留言投诉。有网友近日

留言表示，母亲在2月底花1980
元购买了“拾青学堂”课程后想
要退款，但所谓的“老师”根本不
予理睬。还有网友留言称，自己
在“拾青学堂”购买了两年的学
习课程，学完 7天就被“踢”了出
去，偶尔有两次直播也是推销保
健品，要求退款后，也未得到回
复。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投诉均
因平台“未成功匹配相应商家”
而暂时被搁置。“老年人不比年
轻人，他们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可
以拨打 12315 消费者投诉举报
专线来投诉维权。”中国法学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
书长陈音江说，尤其是在面对一
些没有什么名气的小商家时，需
要一定的网络检索能力来确定
其背后的市场主体和归属地，这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老年人维
权的难度。

陈音江建议，有关平台可针
对老年用户设置“一键投诉”功
能，设置专席受理老年用户的投
诉举报，在核实查处违法违规商
家的同时，将相关线索同时对接
给市场监管部门，对隐藏在背后
的违法市场主体给予处罚。

“只向老年人兜售所谓的
‘养生课程’并不能逃避相关的
法律责任，如出现过度夸大课程
效果，在直播中散布虚假信息，
冒用他人身份谋取不法利益等
情形时，有关部门可依法对其予
以行政处罚，乃至追究刑事责
任。”北京康达（厦门）律师事务
所高级合伙人张翼腾建议，对当
前不法牟利倾向明显、波及面较
广的“养生课程”背后的市场主
体，执法机关应采取适当行动，
适度监管，严厉打击其中的违法
行为，以防止针对老年群体的不
法侵害扩大。

老年人对健康科普的需求
真实存在，这也呼唤更多有能力
和社会担当的专业医务工作者
提供高质量的健康科普内容。蒋
日磊等专家建议，一方面，相关
平台应对从事健康科普的主播
进行资质审核；另一方面，老年
朋友在各类直播平台上寻觅健
康科普内容时，也应认准平台的

“大V认证”，切莫掉入仅以牟利
为目的的陷阱当中。

据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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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岁的沧县风化店乡小官庄村村民王银杰（右）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木板大
鼓”的传承人。近些年，在坚持传承创新的同时，他还培养了一大批曲艺人才。

张金元 摄

去年儿童节，孩子们邀请我一起
过。当天，我这花甲之人兴奋得早早醒
来，按照策划好的方案，跟孙子孙女一
起过了一个有奶奶参与的儿童节。

我们祖孙三人早早来到了公园。俩
孩子一会儿跑到这里看花儿，一会儿蹲
下来观察蚂蚁，一会儿又玩起“老狼老
狼几点啦”的游戏来。我这位一向好静
不好动的奶奶，也被孩子们呼来唤去，
像一只笨重的老鸟，跟随如蝴蝶一样的
孩子们“飞来飞去”，忘乎所以。

忽然，我发现 5岁的孙子正在攀登
酒店大楼外的悬梯。我气喘吁吁地追上
来，他已站在二楼平台上，指着十几米
外泛着波光的湖水说：“欲穷千里目，更
上一层楼。”尾随而来的 9岁孙女也不
示弱：“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
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

宜。”孙子说：“我看到了湖对面的大楼，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
语，恐惊天上人。’”孙女指着楼下左手
边一棵黄杏待熟的树，对弟弟说：“看看
这棵杏树，你能说出来一句诗词，我就
服你！”“这有啥难的？‘花褪残红青杏
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弟弟的答
案被姐姐否定：“你引用的不符合时令，
一点也不好。”

看着两个孩子嬉笑玩耍，我尽情享
受着这份天伦之乐，感到特别幸福。旁
边那棵硕果累累的杏树，一阵风吹来，
枝颤果跳，就像我欢喜的心。

孩子们在游乐场玩耍，我坐在旁边
照看。热爱生活，感知美好，是我播在孩
子们心里的一颗种子。在这个有奶奶参
与的儿童节，我欣慰地看到它已经发
芽。

奶奶也过儿童节
李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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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招聘
护理人员十六年护理经验，如家的温暖 招收自理、半自理、不自理老人

咨询电话：总部3599799 18230174857 康居园分院：8986089 18232718543

全国爱心护理工程建设基地
全国敬老文明号沧州市万盛老年公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