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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久为功专与恒，
童心为伴夕阳红。
天增岁月人增寿，
八十有二绽新容。

老人沉迷“零元购”，成堆快递塞满屋
子女为此操碎心，专家支招如何应对

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父母
的“购物欲”已成了他们的一大烦
恼，尤其是父母接触到网购之后。
跟年轻人相比，老人们似乎更难
抵御网络低价的诱惑，各种已被
年轻人识破的网购套路，仍在老
年群体间频繁上演。于是，你买我
退，善后维权的戏码在很多家庭
上演。为了捂住父母的钱袋子，这
些年轻人真是操碎了心。

老父亲掉进“零元
购”陷阱

“谁知道看个网络小说，也
能有这么多坑？”赵先生最近遇
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包裹，里面都
是一些自己从未买过的东西。一
通询问后才“破了案”：原来这些
包裹都是他的老父亲下的单。

“我爸并不是真的想买，是
他用手机看小说，时不时弹出来
的广告忽悠了他。”赵先生说，老
人以为点一下就能回到小说页
面，结果跳转到了购物页面。

赵先生表示，如果只是到这
一步，关上就好了。但让人无奈
的是，一些不太正规的小视频购
物广告，会让老人误以为是免费
领商品的，再加上小视频里对商
品功效的吹嘘和商家“先用后
付”的销售方式，这些包裹就这
样被“源源不断”地送到家里了。
直到收到包裹，被扣了费用，他
的父亲才知道“领”这些东西是
要花钱的。

婆婆买了三万块钱
的“百元首饰”

相比于赵先生的父亲在网

上“领”东西的经历，薛女士的苦
恼实打实地来自沉迷于网购的
婆婆。

“婆婆频频给我送东西，比
如皮草、首饰，还有工艺品。这些
都是她在直播间买的，她用不

到，我也不会用的东西。”薛女士
告诉记者，自从婆婆接触到了直
播购物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一开始是邻居阿姨推荐，
说直播间里购物比早市还便宜，
我婆婆就迷上了直播间购物。”
薛女士说，由于老人看得多是单
一类型商品的直播，因此家里囤
的都是同类商品，比如床上四件
套，家里就有十几套。“在最贵一
两百块钱一件的首饰直播间，她
一个月就花了3万多。”

东西买多了，老人就会把其
中一部分送人。之所以没选择退
货，一是因不会操作，另一个原

因是她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还
能退。

保健品“会销”线上变种

薛女士的婆婆还仅是沉迷

于直播间购物，而徐小姐的妈妈
已经一脚踏进保健品网络销售
陷阱了。

“我看到我妈手机里的微信
群时，脑子‘嗡嗡’的。”徐小姐向
记者表示，她有一次帮母亲手机
清理内存时发现，妈妈每天在
20 多个微信群里“打卡”。“打
卡”的内容出奇地一致，都是“课
程已学习完毕”。仔细询问后，她
才发现，这些所谓的“学习课
程”，就是在固定的时间段看直
播或者在某公众号里看视频。她
也点击了一些视频，发现虽然推
荐的产品不同，但无一例外全部

是所谓的“医院专家”讲课，最终
都是在推荐所谓的“保健品”。

记者了解到，目前，部分养
生直播间已形成了一条完整的

“坑老链条”。先是利用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吸引老年人关注，
常以免费送鸡蛋等小礼品进行
引诱，随后通过这些引流手段将
老年人吸引进特定的网络聊天
群组，再在这些群组中定期发布
直播链接，引导老年人观看“打
卡”。这些所谓的“私域直播间”
内，毫无例外地都会有一些“养
生专家”制造健康焦虑情绪，夸
大其词地推销各类保健产品。

老年人如何捂住
“钱袋子”

此前，中国消费者协会在
2024年第一季度投诉热点分析
中提及，首个热点问题就是老年
群体频陷网络消费陷阱。多位市
场分析人士认为，大多数老年人
对网络环境熟悉程度不高，在缺
乏必要引导和帮助的情况下，不
清楚举报投诉的规则和渠道；部
分商家售后客服如同虚设，电商
平台消极履行应尽责任，且侵权
行为鉴定规则复杂、维权成本过
高，让老年人望而却步。

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
院执行院长、中国法学会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
音江认为，对于老年人来说，尝
试各种网络购物新模式、新业
态，不但是追求新的生活方式，
而且是他们想要跟上时代发展、
努力融入当下的表现之一。然
而，新消费模式和新消费业态本

身就存在法律法规不健全、经营
行为不规范等问题。

“我们的消协组织和监管部
门一般会优先处理老年人的消
费投诉。”陈音江表示，老年人遇
到问题，需要维权时，往往存在
体力和精力不足的问题。“对于
很多老年人来说，在这些新消费
模式或业态中遇到侵权问题，往
往搞不清楚怎么维权，甚至找不
到维权主体，因此最后往往放弃
维权，自认倒霉。”

他建议，除了相关经营者要
诚信守法经营，主动推进适老化
消费场景，自觉维护老年人的合
法权益，还要从立法、监管和教
育引导等方面向老年人这个特
殊群体予以倾斜保护。今年 7月
1日实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实施条例》专门强调，不得通过
虚假宣传治疗、保健、养生等功
效诱导老年人购买明显不符合
其实际需求的商品或服务，但将
来还要进一步从立法层面加大
老年人消费权益保护力度。此
外，老年人自己也应多学习相关
法律知识和消费常识，不断增强
自我保护意识和依法维权的能
力。

中国消费者协会则建议相
关部门针对利用网络侵害老年
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进行重点
整治。街道和社区可组织开展针
对老年人群体的网络素养培训
班，教育老年人不轻易点击不明
网络链接，不泄露个人隐私信
息，增强网络安全意识。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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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年”
刘会琴

在很多人看来，人到晚年
似乎万事皆休，享享清福、含
饴弄孙才是正道。而我却把自
己的晚年过成了“玩年”！

我最爱玩摄影。受搞摄影
的儿子影响，我也喜欢上了摄
影。我在县摄影家协会拜了两
位年长的老摄影师为老师，跟
他们学起了摄影。我随着大家
一起外出采风，一起说说笑
笑，在学习中不知不觉让自己
变得快乐了。通过两年的学
习，我的摄影水平越来越高，
好多摄影作品被老年大学评

为优秀作品，还有数十幅摄影
作品被儿子、儿媳投到报纸和
杂志上发表了，有的还获了奖
呢！

我还喜欢远足。我加入老
年远足队之后，经常跟老年队
友到郊区去。远足不仅让我走
出了老年的孤独，还使我远离
了各种疾病，同时结交了一大
批志同道合的老年朋友，晚年
生活又开了一扇窗！

我还玩微信。刚退休时，
我就拜小孙子为师，学起了微
信，在他的指导之下，我很快成

了“微信通”。如今，我每天都要
抽出时间到微信去“打卡”，读
一读微友们发的知识和新闻。
同时，我还经常和远方的二儿
子、小女儿视频通话。当我第一
次通过手机看到远在海南的
刚出生的外孙女时，心里那份
激动真是难以言表。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
春深更著花。”人到晚年，要通
过各种爱好和兴趣的滋养使
自己的晚年生活像春天的花
坛一样，五颜六色、绚丽缤
纷。

自题练功照
申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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