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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相关评论
让老年人远离“要命”保健品
子女是第一道防线

老年人合理购买保健品本无可厚非，但
近年来一些保健品的销售环节出现变味。 有
些无良商家只顾惦记老人的钱包，把本来你
情我愿的消费变成了“忽悠”，让不少老年人
深陷过度消费的泥潭。

老年人过度购买保健品， 已经成为许多
家庭的噩梦。 有的老人多年积蓄被掏空，甚至
背上债务；有的家庭因此发生冲突，家人之间
不再和谐，甚至还有悲剧发生；有的老人信保
健品不信正规医生，身患重病也不去医治；更
恶劣的是，一些保健品号称“包治百病”，却是
品质低劣的“三无”产品，给老年人的身心健
康埋雷。

现如今，很多老年人都有点儿积蓄，健康
也是常讨论的话题。 但是，不少老年人的知识
结构跟不上社会发展节奏，辨识能力不足；子
女大多又要上班忙自己的事情， 无暇帮助老
人鉴别真伪。 更容易被忽略的因素是，很多老
人生活单调，有大量的空闲时间。 多重因素叠
加，造成很多老人在健康恐吓、利诱、情感攻
势等营销手段面前缺乏抵抗力， 甚至心甘情
愿被“忽悠”。

避免老年人在保健品上过度消费， 子女
是关键的第一道防线。 要及时给老人辟谣，帮
助老人提高鉴别真伪的能力，避免老人轻信、

误信宣传；要科学规划老人的空闲时间，让他
们把精力放在文体活动等健康的生活方式
上，而不是过度寄望于通过保健品保持健康；

子女还要和老人形成良性沟通，常回家看看，

避免让老人感到孤单， 从而让别有用心的商
家乘虚而入。

社区管理机构应当担负起防火墙的责
任。 大量保健品的营销是通过进社区实现
的， 社区管理机构和物业部门应当加强甄
别，不为来路不明、群众意见强烈的营销活
动提供活动场所；有条件的社区应当充分利
用社区资源，通过搭建平台、提供场所等形
式，创造机会让老人参与社区活动、填补精
神空虚。

执法监管部门也应当对保健品营销活动
进行“杀毒”。 我国明确规定保健品不得宣传
医疗功效， 但大多数老年保健品针对的是高
血压、高血糖、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产品效
果难以鉴定，很容易成为保健品商家的“自说
自话”。

因此，监管部门应当进一步落实监管责
任，对保健品营销活动进行密切跟踪，严防
各种违规宣传。 同时，对涉嫌以欺诈、误导等
手段进行营销的，有关部门应当依法追究责
任，避免老年人的钱包一再失守，乃至产生
二次伤害酿成更大悲剧。 （陈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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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嘘寒问暖”“旅游兜售”等形形色色的“花招奇出”，

大打“免费牌”“专家牌”，诱老年人上当受骗———

怎样让保健品市场远离“忽悠”？

“菜市场楼上又有人来搞啥健康知识讲座，

那些老太太老爷爷都去了，我才不会被骗去买他
们的东西。 那个说是保健品一盒卖

3888

元，每天
还要去那里开会， 开始每人送一瓶油一袋米，后
面每天送二两的面条回家煮。 我每天宁愿走路锻
炼身体，也不会去花那些冤枉钱。 ”家住巴南鱼洞
街道的林先群大妈，日前对记者谈起花样百出的
保健品推销，就气不打一处来，表示自己坚决不
会上当。

3

月
6

日， 渝中退休女医生花近
5

万元购
买保健品事件， 警方已联合多部门介入调查；

3

月
13

日，青岛一老人跳海自杀，在遗书中称自
己购买保健食品上当事件， 更引起消费者极大
关注。

健康有序发展，市场潜力无限

保健食品是我国食品行业的重
要支柱之一，已列入“十三五”国家
食品安全规划。据不完全统计，

2016

年我国保健食品生产企业有
2600

多家，从业人员
600

多万人，产值超
过

3000

亿元。

我国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同
时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
得人们难以足量摄取维生素、矿物
质等营养。 健康食品在老年人中的

渗透率将继续提高，并且将有越来
越多中、青年人开始选择适合自己
的保健品，他们的消费习惯将呈现
重复性、刚性化的特点。 一份消费
者调查报告显示，钙制剂、蛋白粉
的购买者主要是

36

岁
~45

岁的中
年人。 他们除购买自用保健品外，

还要负责家中老人、儿童的需求。

重庆鑫斛运营总监肖先生称，重
庆许多药店的保健品销售都保持了

增长的势头，这固然与相关管理部门
允许使用医保卡在零售药店刷卡购
买保健品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近年来
消费者养生观念的不断增强。

据中国保健协会预测，中国膳
食营养补充剂的市场规模未来

10

年内将以
10%

的年均增速增长，有
望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膳食
补充剂市场。 巨大的市场呼唤更加
健康有序地发展。 （据新华网）

保健品兴起，消费者随波购买

记者走访保健品市场发现，目
前连锁药店保健品的销售， 突出的
单品主要是钙、蛋白质、氨糖、维

E

、

维
C

、

B

族保健品。以前，顾客对保健
品功能的了解大多来自店里宣传页
和店员的介绍， 但人们现在对门店
的专业化要求越来越高， 非品牌的
纯低价保健品已经吸引不了顾客。

保健品是药店的主要利润来源
之一，面对这块不断变大的“蛋糕”，

许多药店的增长未如预期， 甚至一
度出现下滑。特别是近年来，由于受
到电商、 海淘、 微商等新渠道的冲

击， 去年的增长幅度由前几年的
50%

以上下降为
20%

左右。其中，药
店渠道销售增幅的下降尤为明显。

对于保健品市场的兴起，重庆
市政协委员荣晓指出：“从市场供
给现状来看，保健品占整个食品销
售的比重持续加大，老年人是主要
消费群体。 近些年，保健品市场发
展迅速，除了保健品生产企业注重
保健品本身的开发和研究，提高保
健品质量和科技含量外，人们渴望
长寿和对功能食品的认同，也是保
健品市场增长的重要因素。 ”

据了解，渝中退休女医生购买
保健品事件中的蒋某，在购买前曾
在保健品公司体验， 并查出身体上
的许多问题， 该公司声称自己的产
品能够解决蒋某的问题。 最终蒋某
被劝服， 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一同
去银行取了

4.8

万元购买共
95

瓶
药。 使用中发现上当受骗，方向有关
部门投诉。

事实上，国内消费者普遍对保
健品是又爱又恨，最大的就是信任
问题， 因为保健品的生产销售，往
往令消费者担心和后怕。

乱象横生，市场监管亟待加强

据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一些不法企业
以名医讲座、买一赠一、免费抽奖
的形式， 对老年人进行虚假宣传，

以高出保健品本身价值几倍甚至
几十倍的价格违法销售保健品。

近年来，重庆药监部门对打着
“健康讲座” 幌子卖假劣保健食品
的“会议营销”，号称某些保健食品
“能预防疾病” 的虚假宣传进行了
严厉打击，禁止商家组织老人座谈
开会，以免费体检送礼等方式销售
保健产品。 同时，开展保健食品销

售市场专项整治行动， 对以会议、

讲座等形式销售保健品行为进行
了严厉查处。

国家药监总局逐渐完善保健
食品监管法律法规体系，

2015

年修
订的食品安全法规定，将保健食品
纳入特殊食品实行严格管理，明确
了原料管理、功能声称管理、标识
和广告审查等一系列管理制度。

重庆食药监局负责人告诉记
者，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进行
预防、治疗疾病的宣传。 “不管普通
食品还是保健食品，只要宣传预防

治疗疾病作用，那就是违法的。 特
别提醒消费者，尤其是老年人，要通
过正规渠道购买保健食品，索要正规
的销售凭证，切忌通过非法的传销和
会议销售等途径购买，购买时一定认
准保健食品标志‘小蓝帽’。 ”

业内专家认为，应该参照网购
食品

7

天无条件退货，对于利用老
年人心理弱点进行的营销， 出台
“后悔权”相关法规，给消费者留出
冷静期，最大程度地挽回老年人非
理性消费带来的损失，避免出现更
严重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