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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被诱导打赏主播，刷光50万养老金
专家：平台应设置退款机制，并加强资质内容监管

“缘分让你我相聚在直播
间，要是今天我们没有连线，那
这个世界上可能又多了一个伤
心欲绝的女人。”近日，在某平台
直播间里，一位自称能够解决家
庭、婚姻、亲子关系问题的男主
播（粉丝称其“老师”），正“深情”
地开导一位连线诉苦的观众。这
名观众对老师的开导“感激涕
零”，当即表示要把自家经营的
玉石以“低价”卖给老师的粉丝
们以作回报。

在老师的号召下，直播间的
观众纷纷出钱抢购这款低价玉
石，来自江西的王婷的母亲便是
其中一员。王婷告诉记者，母亲就
像着了魔似的追随这位老师，两
年时间不到，“我妈已经掏光了她
自己10多万元的积蓄，换回来的
只是一堆次品和破铜烂铁”。

花掉大半辈子积蓄
破铜烂铁都没要到

对此，上海的张剑感同身
受——自己父亲的钱被人白白
地骗走了，花了大半辈子积蓄
的老人连破铜烂铁都没见到。
张剑的父亲退休后便迷上了直
播，在女主播的教学下，平时跟
人打字聊天都费劲的父亲竟完
全掌握了直播打赏的方法。在
女主播的甜言蜜语之下，一年
内，父亲竟心甘情愿地刷光了
50万元的养老钱。

面对在直播间一掷千金的
父母们，王婷、张剑都踏上了维
权之路。然而，想为上了年纪的
父母维权并不容易——平台虽
有禁止未成年人充值的规定和
给未成年人充值行为退款的操
作流程，但针对老年人群体却缺
少相关规定。让老人家属感到更
难解的问题，是如何帮助老人戒
断对直播和网络的沉迷，让他们
的生活重回正轨。

受访专家认为，老年人被诱
导打赏主播，既有他们为找到情
感寄托而甘愿付费的因素，也有
孤独生活拉低他们心理防线的
因素，还有短视频平台缺乏类似
青少年模式的预防机制的因素。
解决这一问题，既需要家庭和子
女给老年人应有的关爱，也需要

短视频平台加强监管，针对判断
力弱、认知能力衰退的老年人设
置相应模式，让老年人远离大额
直播打赏。

直播给足情绪价值
老人痴迷像着了魔

有子女将直播间套路的证
据摆在了老人眼前，可为何他们

还是不相信，还会心甘情愿地掏
空大半辈子的积蓄在直播间打
赏、网购？

在王婷看来，之所以会这
样，是因为母亲对主播太痴迷。

“她每天看直播比上课还要
认真，准时拿着手机，又是哭又
是笑，情绪完全被主播掌控了。”
王婷说。她还发现，母亲积极地
向身边的朋友推荐起了这位“正
能量”主播，不断和大家讲述着
这位主播的“善举”，“她已经完
全认为自己在直播间买东西是
既能行善又能买到好东西的好
事儿了”。

王婷告诉记者，自己曾为了
维权建立起了名为“抵制网络行
骗”的群组，她发现，在直播间受
骗的老人中，大多被主播用感情
牌套牢。

“有的主播自称是‘心理学
老师’，甚至自称‘希望导师’，套
路都差不多，先是声称宣传正能

量，帮助连线的人解决问题；问
题解决后，连线的人为了答谢

‘老师’，表示愿意在‘老师’的直
播间低价出售商品，从而诱导老
人们抢购。”在与受骗者家属的
交流中，王婷发现，这些在常人
面前容易识别的“套路”，在老人
眼里却成为能够引发共情的感
人故事，“他们现在对这种主播
非常崇拜，子女怎么劝都不听”。

梁州是社交平台上的一位
知识型博主，曾在一家多频道网
络机构任职。在梁州（化名）看
来，老人们沉迷于直播打赏、购
物，不能将责任全归咎于主播。
她说，最吸引老年粉丝的还是主
播提供的情感价值，而这种价值
往往需要金钱支持。

梁州曾注册过匿名账号，登
录一个老年人集体连麦聊天的
直播间，发现聊天内容其实很寻
常，无非是“今天喝的什么茶”

“路好走不好走”“下雨了，千万
别出门，鞋子会沾上泥”……

“这些话，很多老年人在家
里肯定听不到子女说。”梁州说，
但他们需要这样的陪伴，不少家
庭忽视了老年人的心理需求。

建议设置退款机制
加强资质内容监管

张剑等人一直在寻找让沉

迷直播间不断打赏的老年人“刹
车”的办法，比如借鉴青少年模
式，由短视频平台设置老年人充
值退款申请区，专门为认知能力
衰退的老人解决退款问题。

受访专家认为，与较为完善
的未成年人打赏限制机制相比，
平台对老年人直播打赏做的工
作还比较少。

“网络直播及营销活动确实

导致了冲动性消费及非理性打
赏，在没有完善法律规制的情况
下，对于直播平台而言，应该担
负起与其盈利相对等的社会责
任，建议对判断能力弱、认知能
力衰退的老年人设置相应的退
款机制，在亲属提供的证据确实
能证明打赏行为缺乏真实意思
表示的情况下，可予以退款，以
避免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和纠
纷。”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常莎说。

“在老年人参与的打赏场景
中，要区分自愿打赏、自主打赏
以及诱导式、误导式打赏，后两
者根据程度不同，可能涉嫌构成
欺诈或诈骗。”中国司法大数据
研究院社会治理发展研究部部
长李俊慧分析，老年人对智能手
机或电脑的使用能力较弱，不排
除部分操作行为虽是老年人自
己实施，但其主观上是在被诱
导、误导的情况下实施的，其对

相关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存在
不准确认知，甚至对特定操作行
为可能产生财产转移支付没有
准确的认知和判断。此时，可以
给老年人设置申请退款的机制。

比起要回刷出去的钱，被坑
的老人家属目前更希望的是能
够帮老人戒除网瘾，“起码让老
人能够过上健康的老年生活”。

“我父亲一直都不支持我维
权，他说我就是心疼钱，根本不是
真心实意关心他。”张剑坦言，“我
现在就是把他当成有心理疾病的
人看待，除了想让他戒了直播外，
也想过让他接受一些心理咨询。”

然而，父亲目前既不配合维
权，也不配合就医，“我还发现，
即使我拉黑了主播各个平台的
联系方式，他们私下也还在进行
电话沟通。其实，他心里还是没
觉得自己是被诱导了”。

“在我们那个受害者家属
群里，大家觉得最棘手的事情
其实不只是维权，还有不知道
怎么和自己的父母开口。我们
现在也意识到，自己平时确实
很少陪伴父母。他们形成网瘾
的一部分原因在我们身上。”王
婷说，现在，他们即便回家较
少，也会经常给父母打电话或
视频聊天，“网瘾问题，可能最
终还是家庭问题”。

当下，许多老年人主动投身
于网络经济新业态的消费之中。
在此背景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
授朱巍指出，为了防止老年人陷
入权益纠纷，平台方应承担起更
多的责任，特别是在保健品、文
玩等需要严格监管的领域，应主
动向老年用户发出提醒，加强资
质监管与内容筛查。

“平台直播应建立起分级分
类管理机制。”朱巍建议，首先，
分级可以按照直播间的销售资
质、信用等级做划分，落实黑名
单禁入制度。其次，线上线下需
要统一管理，线上出了问题，不
仅要封号，还要让线下的人承担
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最后就
是分类管理，比如保健品、古董
类售卖，其本身就有专门的规
定，更应该将其纳入细分类别
下，严格监管。

据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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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旬老人跳广场舞时弯了一下
腰，腰椎竟然骨折了。去医院检查，发
现是因骨质疏松导致的椎体压缩性
骨折。近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骨科专家团队通过微创手术固定其
椎体。老人恢复状态良好，顺利出院。

林老太太今年91岁，平常喜欢在
公园散步，还经常和老伴儿一起跳广
场舞。今年9月初，她在跳舞时做了一
个弯腰的动作，突然感到腰部剧烈疼
痛，无法起身站立。老伴见状，立刻将
她送往家附近的湖北省中西医结合
医院。

该院骨科主任李志钢接诊后，经
过仔细检查，发现林老太太的某一节
腰椎发生了压缩性骨折，是典型的骨
质疏松引起的脆性骨折。李志钢介
绍，人体的骨质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
流失，当骨骼的强度降低到一定程
度，一些看似十分轻微的冲击，比如
跌倒、车辆颠簸、负重、打喷嚏等，都

可能引起脆性骨折。
“若不积极手术治疗，今后很可

能面临长期卧床的问题。长期卧床不
仅会影响晚年的生活质量，还会导致
一系列并发症，严重威胁健康。”李志
钢说明了手术治疗的必要性，并和林
老太太家属进行了充分的沟通。老人
虽年纪很大，但好在她身体状况尚
可，且愿意尽快接受治疗。综合考虑
各方面因素之后，医护团队为她做了
手术。

李志钢同时提醒广大老年朋友，
骨质疏松在绝经后的女性和老年男
性中较为多发。因为早期并无明显症
状，一般人很难察觉，所以有的老人
直到出现了脆性骨折，才知道自己患
上了骨质疏松。他建议中老年人群定
期对骨密度进行检测，有需要的情况
下可及早开始进行抗骨质疏松的治
疗，降低晚年出现脆性骨折的风险。

据极目新闻

老年人谨防脆性骨折

资料片资料片

家住沧州市运河区市委南院小区的王沉良，今年
87岁。为了锻炼身体、愉悦心情，他常和队友们一起抖

“空竹鱼”、抖彩带。图为王沉良正在抖“空竹鱼”。
韦殿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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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护理经验，如家的温暖；花普通百姓钱，住星级老年公寓。招收自理、半自理、不自理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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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