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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领取三毛钱的红包入群上课，结果
花费了上千元购买各种无用的保健品。最
近，一些面向老人的养生直播课频频出现在
各个平台。这些课程以免费获取健康知识、
答题赢红包等为噱头，吸引老人入群，然后
再用各种“疗效”，推销护理用品，甚至是普
通食品，致使不少老人上当受骗。

现象
老爸老妈沉迷养生课 为买保健品一掷

千金
“我爸妈简直被‘绑架’了，每天捧着手

机看养生直播课，比追剧还上瘾。”最近，谢
女士发现父母痴迷“上课”，像小学生一样，
不仅边听课边做笔记，还较着劲比赛谁刷得
课多，乐此不疲。

起初，谢女士以为老人只是学习养生知
识，未加干涉。然而，没过多久，家里便堆满
了各种快递发来的保健品——黄瓜籽粉、黑
麦片、叶黄素。保健品越堆越多，二老吃不
完，就让谢女士一起吃，但她尝了麦片后，觉
得口感不佳，也曾尝试劝阻，可父母似乎被

“洗了脑”，购买热情丝毫未减。
在社交平台上，类似谢女士家的情况不

在少数，儿女们吐槽的都是父母听养生课后
陷入购物的疯狂：“我爸买了9000多元的藏
药、国药，一听就疑点重重”“我妈的保健品
堆满一抽屉，真怕吃出问题”……

那么，这些养生课是如何进入老人视野
的？“最开始就是为了领几毛钱的红包。”根
据多位儿女的介绍，有的老人是在刷短视频
时偶然看到广告加入的，有的老人则是被朋
友拉进各种养生直播群。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养生课”“养生”“中
医养生”等关键词，会跳出一些标注“免费领
取养生课”或“点击咨询治疗方法”的账号。
记者点击其中一个链接后，页面立即弹出企
业微信客服的二维码，扫码识别后便直接跳
转到微信对话框，客服在询问年龄、姓名等
个人信息后，便一对一定向发送视频链接。

“同学您好，我是您的健康指导师。”记
者刚添加微信，客服就发来一长串信息，称
健康讲座栏目将于次日开班，以视频直播的
方式进行，内容主要是高血糖、高血压、高血
脂等慢性疾病的讲解及调理方案，看完课程
就能领取红包。

探访
入群上课答题领红包 潜移默化推销保

健品
从“薅羊毛”变成被“割韭菜”，养生课是

如何让老人自掏腰包购买产品的？记者近
期进入了几个微信群一探究竟。

在一个名为“传承健康”的微信群里，记
者发现，起初，每天看完视频、答对题后都能
领到三毛钱红包，老人们乐此不疲地在群里
打卡。但是，课程进行到一个多月时，红包领
取页面开始提示延迟到账，直至某一天，答对
题也领不到红包了。但是，群主仍不时在群
里发送产品信息，有时还直接号召群友抢订，
记者看到不少老人在群里发送订货信息。

另一个微信群里的情况也如出一辙。
当课程进行到一个月时，老人们不仅领不到
红包，而且连课程视频也看不了。当大家在
群里抱怨时，群主直接回复：“光想着赚钱，
不消费有什么用？不消费怎么看视频？”

如何消费？授课内容里藏着弯弯绕
绕。记者进入的健康讲座栏目里，最初几
天，自称老师的主播的确分享的都是养生知
识，但一个星期后，主播开始在课程中渗透，
先是提到某些物质可以调理高血脂，随后便
展示出一套“五件血管长寿宝”产品，巧合的
是，产品名字中的纳豆、红曲米、地龙蛋白等
都在此前的课程中被提及。课后，客服又单
独私信发送了产品的视频简介宣扬功效。

另一个养生课堂上，一个自称国医文化
传承人的主播，一边传授养生知识，一边推
销“先天龙火贴”和“后天雷火贴”，称其为

“药源”“高端国药”，能解决心肌炎、冠心病
的后遗症。“不仅可以消除症状，还可以控制
病情，解决各种风湿骨病……分分钟就能感
受到药物在循经走窜，透皮吸收。”推销产品
的同时，他还不忘渲染产品的紧俏和抢手，

“昨天一天时间，80万盒的‘药源’只剩下不
到8万盒，大家不要错过机会。”

还有主播虽未在课程中直接展示产品，
但却反复强调某种疗法，还通过语音连线的
形式，借病人家属之口夸赞神奇疗效。课程

结束后，再通过答题的形式加强这种印象。
一旦老人有需求，客服就会和老人进行一对
一沟通，推荐相关产品。

查证
普通食品冒充保健品 官网查不到备案

信息
记者调查发现，养生课堂上宣称能治病

的产品绝大多数不是药品，而是普通食品甚
至护理用品。

按照规定，只有获得国药准字批准文号的
药品，才可以生产、销售和使用。但是，记者对
养生直播平台推销的几款产品进行检索发现，
这些产品都没有标注国药准字批准文号。

以“先天龙火贴”和“后天雷火贴”为例，
其产品包装上没有“国药准字”，在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官网上也查询不到产品信息。
记者仔细辨认发现，包装盒背面注意事项最
后一条写着“本品为热敷护理用品，不能代
替药品和医疗器械”。由于老人在直播购物
时往往难以获取完整信息，无法仔细而全面
地查看产品成分、说明书等，使得老人片面
相信产品的疗效。

另一个主播销售的“五件血管长寿宝”，
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无法查到相关
信息，登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
信息查询平台也没有查到保健食品备案
号。仔细查验包装，其实只是压片糖果、固
体饮等普通食品。

也有少数主播在课上售卖的是有国药
准字批准文号的药品，但价格比正规渠道贵

出不少。“老爸在课上买了两盒绞股蓝总苷
胶囊，花了快2000元。”李女士告诉记者，这
类药品在普通药店每盒价格不到百元，但经
过主播的推荐，价格虚高数十倍。

呼吁
养生课“躲猫猫”私域直播需严管
采访中，有子女反映，发现这些养生课

堂不靠谱后，曾想向相关机构举报，却发现
无从下手。记者注意到，这些养生直播课属
于私域直播，往往先在公共领域平台上引
流，然后让用户点击跳转进入个人或组织搭
建的聊天群、直播平台等，更具隐蔽性。不
少机构都会先索要老人的电话信息，定向为
老人开放视频权限。

此外，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机构对年轻
人都十分警惕，在转发视频链接时，有的页
面显示“请联系会员归属群管审核”，有的页
面提示“你未加入官方正规微信群”。有些
客服还会直接打电话，以确认学员的年龄。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
秘书长陈音江分析，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药
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
食品（简称“三品一械”）广告内容应当严格按
照审查通过的内容发布，未经审查不得发
布。这些都是电商平台、直播平台的重点监
管内容。为了规避监管，一些机构和主播就
以免费养生课为名，将老人引入私域直播，因
为私域直播隐蔽性更强，监管的难度更大。

“建议有关监管部门对这类直播带货行
为加大监管和执法力度，依法查处各种违法
违规或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并及时向社
会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力震慑效果。”
陈音江建议，进一步明确主播在直播间宣传
推荐“三品一械”及相关食品内容的法律属
性，细化有关违法行为的界定和处罚标准。
同时，应建立健全跨部门协作机制，加强市
场监管、网信、公安等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
和联合执法，形成监管合力。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根据
DNA鉴定结果显示，自己和已经认亲16年的

“父亲”竟然并不是亲生父子，引发网友关注。
认亲时被称为私生子认亲时被称为私生子 1616年后发现自年后发现自

己非亲生己非亲生
当看到DNA检测结果的那一刻，王刚

的内心顿时崩溃了。去年12月中旬，因“父
亲”身体不好，带他去医院检查，“在抽血化
验的时候，就想着顺便做个 DNA 亲子鉴
定，没想到结果却出乎我的预料。”DNA亲
子鉴定结果显示不匹配，这意味着16年前
的认亲完全是一场“闹剧”。

2008 年，王刚前往山东滕州寻亲引发
关注。当时媒体曾刊发“小伙王刚来到滕
州寻找亲生父母”的连续报道，当时报道披
露，王刚被一个叫侯某某的大货车司机收
养过。在派出所民警的帮助下，王刚找到
了侯某某的家，并找到了他的第一任养父
母和当年的全家福照片。但亲生父母到底
是谁，因侯某某在外地送货没回来，当时还
是个谜。

仅仅隔了一天，当地媒体便再次刊发
报道称，王刚在数家新闻媒体和派出所的
热心帮助下，几经曲折终于在滕州市后荆
沟村找到了他的父母，失散20多年的一家
人重新团聚。

回忆起当年寻亲的经历，王刚告诉记者，
2008年，时年25岁左右的他已然成家立业，
那时的他心里藏着一个念想，就是找到亲生
父母。王刚说，根据小时候的记忆，他当年先
是找到了养父所在单位，“一位老职工认出了
我，告诉我当年有一任养父是王某某，但当我
找到王某某时，他什么都不愿意说。”

后来，他在山东滕州找到了5岁时收养
他的洪家人，但对方不愿意见面。“当年最后
还是帮助我的记者老师给洪家人打了电话，
得知了我现在的‘父亲’侯某某的存在。”王
刚说，当年找到了侯某某之后，这位“父亲”
还有自己3岁时候的照片，“那时候他当着所
有媒体的面，说我是他的私生子。”

错认早就有迹可循错认早就有迹可循 当年要求鉴定当年要求鉴定
DNADNA被推脱被推脱

DNA比对的失败，也让王刚回想起16
年前那段认亲经历，和“父亲”交流时存在

的种种疑问。王刚这才发现，错认其实早
就有迹可循，“当时我感到奇怪的是，他声
称并不认识我之前的洪姓养家，而且谈论
到当年把我送到哪家的时候闪烁其词。”

王刚还记得，“当年刚相认的时候，我一
直询问我亲生母亲的情况，他只说母亲把我
生下来之后就去世了，姥姥家那边的人也都
不在了。包括这些年我一直在问‘父亲’一
些问题，但他都不会正面回答我。”

错认了16年，为何当年相认的时候不
做 DNA 比对？面对记者的疑问，王刚解
释，“一开始我们都要求做DNA鉴定，但当
时DNA技术并不普及，如果要做必须到一
线城市，侯某某当时就一直推脱。再加上
当年认亲的时候来了很多人，在那样的场
面下也不太好去较真。”

王刚告诉记者，认亲之后，他一直催促
侯某某做DNA鉴定，“直到2011年我开车
带他去医院，先是验了个血型，恰好是和我
一样的 B 型血，暂时打消了我的疑虑。而
且当时大家的关系很融洽，我就没有深
究。我虽有疑虑，但又不想破坏这来之不
易的亲情。”

幼时曾经历幼时曾经历77任养家任养家 十几岁后开始独十几岁后开始独
自流浪自流浪

王刚说，他到现在也不确定自己真正
的出生年月，只能根据看起来与自己年龄
相仿的人来推算自己的年纪。王刚称，自
己一共有过7任养父。“在2008年我寻亲的
时候发现，滕州当地知情人说，在我5岁之
前就被3户人家养过。现在这个姓是随了
在驻马店的一户养家。”

回忆起小时候的经历，他最早只记得
自己在5岁时被送到了一位姓洪的人家收
养，“那时候他们把我放在老家的山村里跟
着老人生活，那里的生活条件很差，我还被
村里的孩子排挤，于是我在那生活了三四
年之后就跑掉了。”

王刚告诉记者，从那时候开始，他就爬
火车在各地流浪，“后来流落到了徐州，被
当地的一个孩子带回家了，当时他们给我
找了另外一个家庭收养。后来又在当地换
过三户养家，一共待了半年左右。其中一
户人家对我非常好，想要把我留在那，但他

们家当时还有另一个和我同龄的男孩。后
来把我送上车的时候，还给我拿了钱，买了
烧饼，带了水果。”

王刚告诉记者，在他13岁左右的时候，
已经完全脱离养家独立生活了，“当时就从
擦皮鞋、卖报纸开始干起。”

错认原因是看他可怜错认原因是看他可怜 当事人当事人：：还在寻还在寻
找亲生父母找亲生父母

王刚坦言，虽然侯某某并不是自己的
亲生父亲，但他们这些年关系也一直挺好
的。“我一直住在郑州，他住在山东滕州，刚
认亲的前8年，我每年过节都会回滕州看望
他。但是后面几年基本上就没有回去了，
最近因为他身体出现问题，才想着带他到
大医院检查。”

王刚表示，这些年侯某某没有索要过
赡养费，自己也没有给过赡养费。“主要都
是逢年过节回去带一些礼物，他也会给我
孩子压岁钱。”

王刚从小就渴望找到自己的亲生父
母，这次DNA匹配的失败也确实令他难以
接受。但王刚也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
事，“我怕我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一
开始并没有当面质问他，而是给他打了电
话，问他DNA不匹配到底是怎么回事？”王
刚告诉记者，侯某某在电话里只回应了一
句“我想想”。“我当时准备等他想好了给我
回电话，却没想到足足等了6天都没有等来
一个解释。”后来，逐渐失去耐心的王刚再
次给侯某某打去电话，却一直没能打通。

直到王刚当面找到侯某某，他才解释当
年错认王刚为自己的私生子，实际上是看他
可怜。对此，王刚提出质疑，“我当年25岁，都
已经成家立业了，有什么需要可怜的地方？”

王刚说，他现在就想知道，自己到底是
从哪里来的？“侯某某后来又给我提供了一
个线索，他说当年是一个得癌症去世的任
姓男子将我托付给他的，但这位任先生也
不是我的生父。但这个线索真假尚未可
知。”王刚正在随着这条线索追查核实，1月
3 日他刚从山东滕州返回家中，还在等消
息，“如果这条线索是假的话，我可能会怀
疑侯某某当年涉嫌拐卖，将向警方报案。”

本报综合消息

免费养生课不是馅饼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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