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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承诺”莫成谎言
廖卫芳

谨防用“负能量”制造快感
唐加加

对虚假保健品及时“亮剑”
——读者来信热议治理保健品市场乱象

近日，因涉嫌传销犯

罪和涉嫌虚假广告犯罪，

保健品公司权健集团被公

安机关依法立案侦查。随

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人们更加关注生活质

量，尤其是中老年群体对

健康养生的需求日益增

加。岁末年初，正是虚假

广告宣传、直销传销等活

动频繁期，一些读者来

信，呼吁政府职能部门举

起监管利剑，尽早发现并

处置保健品领域的安全风

险隐患。

保健品监管要跑在风险前面
朱 波

开展健康教育提高防骗能力
顾文革

严把保健品质量和价格关
李长瑞

用关爱帮助老年人走出孤独
李凤文

警惕“助老爱老”活动变味
石志新

下图 日前，

在山东青岛市即墨

区孙家辛庄社区中

心卫生室，医生于

晓娜 （右二） 为就

诊 的 村 民 测 量 血

压。

史爱峰摄

分红日里笑开颜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生活
逐步富裕，愁吃愁穿的时代一去不复
返，人们更加关注生活质量和健康长
寿。于是，有的老年人则通过唱歌跳
舞、旅游、散步等方式加强身体锻炼；
有的通过打牌下棋聊天、上老年大学补
充新知识等，陶冶情操，让生活更充实
更精彩，身心更健康；还有些老年人认
为吃营养品、保健品能够增强免疫力、
抵抗力，还能治病强身，因此不惜花重
金去购买，结果上当受骗。

其实，有些老年人买保健品上当受
骗与贪小便宜、孤独寂寞有很大关系，骗
子往往是抓住了老年人的这些心理，施
展骗术，让许多老年人掉进“坑”里。笔
者认为，防范老年人上当受骗，子女的关
心至关重要。

首先，子女要常回家看看或经常电
话沟通，给老人心灵上以安慰。在外工
作的子女，不仅要关心老人吃穿住行等
日常生活，还要关心他们的精神生活，每
天抽出一定时间，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

给老人讲讲外面的世界，汇报自己工作
和生活情况，问询老人吃住生活，沟通感
情。这样，既不会让老人对子女有更多
的牵挂和担心，也能够让他们每天都感
受到子女关心这一“精神食粮”，给老人
的心灵以安慰。

其次，要经常给老人讲防骗“故事”，
提高防范意识。在沟通时，可以结合典
型案例，以讲故事的方式，给老人讲解怎
样防范各种形式的诈骗，劝告老人不能
贪图便宜，不要轻信所谓“专家”的讲座，
更不要轻信一些保健品的疗效和功能，
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守住钱袋子，防止上
当受骗。

另外，还要告诉老年人，保健品不能
治病，有病需要及时去医院治疗。同时，
要科学饮食，加强日常锻炼，增强体质，
提高免疫力和抵抗力。

通过子女和亲人日常的关心关怀，
帮助老年人走出孤独，走出寂寞，远离各
种诈骗。

（作者单位：河北省承德银监分局）

元旦至春节这段时间，各地市场迎来销售高峰，不少商家
展开让利促销。由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商家让利促销，向消
费者作出相应“承诺”，实属常情。但从近些年的实际情况看，
总有一些商家对自己作出的“承诺”并不上心，动不动就号称

“全市最低价”“不赚一分钱”“清仓大甩卖”等，以此吸引顾
客。有时同一商品、品牌、式样，家家都说自己是“全市最低
价”“亏本大甩卖”，结果蒙骗了顾客，损害了消费者切身利益。

当然，许多消费者自身也负有一定责任。有的消费者明
知自己上了商家“承诺”的当，但因怕麻烦、懒得计较而不了了
之，助长了一些不法商家更加肆无忌惮地乱“承诺”。

遏止商家乱“承诺”的乱象，一方面工商部门要加大督查
力度，对夸大宣传，欺瞒、忽悠消费者的商家要严厉查处，维护
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另一方面广大消费者也要提高警惕，
切莫轻信商家的“承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经济损失；擦亮
眼睛，戳穿不法商家的“谎言”，使之没有乱“承诺”的市场。

（作者单位：浙江省开化县会计核算中心）

从2017年7月份开始，国务院食品

安全办等9部门在全国开展了为期一年

半的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专项

整治，截至 2018 年 10 月底，各级市场

监管部门查处违法案件 4.9万件，货值

金额17.1亿元，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分子

8900 人，彰显了政府打击食品保健食

品欺诈和虚假宣传行为的决心。

笔者认为，在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频出重拳、严厉打击的同时，也应该

考虑如何尽早发现并处置食品保健食品

安全风险隐患，让监管跑在风险的前

面，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要坚持

底线思维，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

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

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

握主动权。保障食药品安全是监管部门

的根本使命，也是解决工作中各种问题

的基本底线。

让监管跑在风险前面，必须坚持问

题导向。食品也好，药品也罢，其安全

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关键在于敢

不敢于正视风险，善不善于发现风险。

敢不敢于正视风险是态度问题，这就需

要各地食药品监管部门时刻保持头脑清

醒，深入一线，超前监管，排查辨析，

对存在的风险不掩盖、不回避、不推

脱；同时，还要善于在问题中辨识风

险，从而提升解决问题、规避风险的能

力。否则，小问题就会演化成大问题。

让监管跑在风险的前面，必须创新

监管手段。监管部门要建立健全“互联

网+监管”快速手段，真正把分散资源

和力量整合到应急平台上来，通过细化

明晰事权责任、优化统筹资源配置、健

全完善机制流程，有效解决条块分割、

多头指挥、层次重叠、效率低下等问

题，变“各自为政”为“合成作战”，

变“层层传递”为“一步到位”，真正

实现对突发事件监测、研判、预警、调

查、处置、反馈一体化处置,使突发事

件防范应对工作更加有力、有序、

有效。

让监管跑在风险前面，必须落实严

管严控。食药品安全没有“零风险”，

但监管必须“零容忍”，这就需要各地

食药品监管部门要牢固树立“除隐患、

保安全、促长远”的工作理念，将风险

隐患排查治理与日常监督检查有机结合

起来，做到隐患排查超前化、经常化、

制度化。同时，还要对发现的隐患要求

现场整改，不能立行立改的要限期整

改，在规定时限内未完成整改的，立即

停产整顿。对存在重大隐患的先停产后

整改，派人驻点督促整改。对排查不彻

底，整改不过关的企业，该停的停，该

关的关，真正使其付出沉重的代价。

（作者单位：安徽省颍上县政府

督查室）

近年来，健康养生日益受到人们重
视，一些人或机构“随行就市”，以健
康养生宣传为名推销虚假保健品，让人
伤财又伤心。

现实中，有不少人尤其是老年人缺
乏健康常识，容易被某些体验服务和健
康讲座所吸引，对某些商家别有用心的

“亲情服务”缺乏免疫力。如何改变此
种境况？有关部门和正规医疗机构可因
势利导，集合各方面资源，根据季节变
化把健康养生与中国中医文化结合起来
宣教，提高群众的健康理念。比如，开
展“健康大讲堂”讲座，聘请一些知名
专家多为老年人传授健康保健知识，向
老年人普及健康养生知识，避免被不法
分子“忽悠”。又如，可联合宣传文化
等部门开展寓教于乐的健康教育文艺活

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同时，城乡管理部门也可从城乡建

设的细节发力。各地社区或村“两委”可
在城市社区或乡村文化站点多安放科普
宣传栏、展板，因地制宜宣传科普知
识。首先是安排人员根据居民需求精选
与居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科普知
识，张贴在科普宣传栏里供居民学习
掌握。其次，可利用多种方式让居民

“现身说法”，说说利用科普宣传栏科普
知识所得到的益处，说说购买虚假保健
品后的害处，提高居民对虚假保健品的
警惕意识。此外，还可根据季节变化加
强科普宣传栏内容更新，引导居民养成
健康养生习惯，增强对购置非法保健
品的抵制意识。

（作者单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018 年 1 月份，我参加了一个自称
是“纯公益性质”的“助老爱老”活动，此
活动是由当地一家媒体晚报某板块与广
州某公司联合举办的。按照活动召集人
的说法，不赚现场人的一分钱，还要给人
们发红包，送东北野人参、电饭煲、貔貅等

“宝贝”，并推销其公司的鱼油软胶囊。
活动后，我领到一大堆赠品拿回家

后，刚开始感觉“很值”，但慢慢地就开始
犯嘀咕了。于是，我前往一家知名连锁
药店，拿着这款鱼油软胶囊问价格，服务
员拿出一盒 300 粒装的，告诉我价格
258 元，可我买的那种一盒 60 粒，价格
在1400多元。之后，我又得知那款东北
野人参价格只有二三百元，那款电饭煲
早就淘汰不卖了，至于旺财貔貅，更查不
到价格。事后冷静下来分析，我买的鱼
油软胶囊所花冤枉钱远远多于赠品钱。
原来这是一场事先精心策划的、几乎完
美的骗局！

又到岁末年初，这个时期往往是许
多骗子瞄准老年人行骗的大好时机。我

在这里现身说法，给广大老年朋友提醒
几点。一是学会并储备一些识别保健品
真假的知识，遇到推销保健品的要立即
作出正确的判断；二是擦亮眼睛，不要被
所谓保健品推销商的花言巧语所蒙蔽，
保健品推销商一般不是直接放在商店去
卖，或者直接向你推销，而是通过开会的
形式，打着各种“助老爱老”旗号实施；三
是不要被本来就不值钱的所谓赠品所诱
惑，一些现场赠送的赠品，被他们宣传多
少钱多少钱，其实不然；四是不要有贪便
宜的心理，一些保健品推销商之所以屡
屡得手，就是认定了许多老年人爱贪便
宜这一软肋。

我认为，为防止此类诱惑老年人购
买“保健品”的行为再次发生，职能部门
一是要加大保健品的宣传力度，二是建
立保健品销售的正规渠道，三是加大对
假冒伪劣保健品的查处力度，四是对各
种不法推销行为加大监管力度。

（作者单位：山东省威海市海洋与渔

业监督监察支队）

只要感觉无聊，就打开抖音刷一刷。但不少人天天拍、随
时秀，时不时在抖音上爆出霸道婆媳、现实古惑仔等“负能
量”，虽然能博得部分人苍白的欢笑，却在不自觉中对人们的
价值观形成了负面引导。笔者认为，以下“四类人”值得警惕。

谨防“猎奇吸粉者”。有人装傻卖萌，有人耍酷装帅，用冲
动式、碎片化的“眼球快感”迅速吸引人们的关注，看似了不
得、不得了，实则是“感官泡沫”。与“猎奇吸粉者”打交道，要
紧盯钱包、筑牢思想防线，切莫上了“有心人”的当。

谨防“腰缠万贯者”。抖音中，不少人开豪车、挎名包、戴
名表，轻则跑全国，动辄游世界，其中更不乏“没事就玩乐，有
事找爹妈”的典型。与“腰缠万贯者”打交道，要谨防思想浮
躁、激进过度。以奋斗者为榜样，独立自强、勤学苦干，才能争
创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谨防“无病呻吟者”。有的人吃饭要拍，跑步要拍，更有甚
者上厕所都在拍。这种单纯地为了拍而拍，思想空乏是其典
型特征。与“无病呻吟者”接触久了，极易让人意志消退、不思
进取，逐渐陷入低级趣味的“囚牢”无法自拔。

谨防“标新立异者”。有些人无时无刻张扬个性，强调要
活出自我，往往用一些看似高级实则无味的“套路”作出很多

“标新立异”的事来，不惜违背道德也要满足各种天马行空的
想法。与这类人交往，思想上极易被侵蚀，甚至会不自觉地作
出一些违法违规行为。

抖音短视频的出现丰富了人们表达的方式和内容，在一
定程度上提升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但是，抖音短视
频中“负能量”的危害也不能忽视，要谨防抖音“四类人”的思
想文化侵蚀，不看、不赞、不宣传，更要积极举报“负能量”，为
优化和提高抖音短视频思想教育作用提供强大的群众基础。

（作者单位：四川省三台县新生镇政府）

一提起保健品，有人就翘嘴，心里堵
得慌——有的是老年人背着儿女花了大
把钱，买回一大包保健品，对自身病症没
有什么疗效；有的是遭遇网络或电话诈
骗，买回了劣质保健品；也有的是汇出去
钱打了水漂，保健品不见踪影。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追求健
康长寿的愿望十分强烈。因此，保健品
市场空间大、品种多、价格不一，产品鱼
龙混杂。在高额利润的引诱下，一些厂
家往往通过口口相传或打亲情牌，也有
花钱雇人代言，制作生动形象的推介视
频，让人防不胜防，以至于保健品成了
高投诉行业。尤其是，一些老年人有点
身体不适，看了保健品的虚假宣传后，
感觉抓到了救命稻草，经不住诱惑，不
顾家人劝阻，背地里花大把钱，买回了

无用保健品。
对保健品不能一概而论，好的保健

品有一定辅助作用，有其存在的价值，但
应该加强保健品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假
冒伪劣行为。最好是从源头立规矩，日
常监管下功夫，严把质量和价格关。各
地绝不能因为暂时的市县机构改革，一
些部门机构撤并或职能转隶，就疏于价
格监审和日常监管。建议各地新组建的
各级市场监管局，要切实担负起责任，充
分发挥应有作用，推行属地日常监管，把
住保健品质量关，使保健品成分标注准
确，限定统一最高零售价，让劣质虚假保
健品无处生存，切实净化和纯洁保健品
市场，这样才有助于更好解决相关问题，
群众才会安心。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沭县人大）

2019 年 1 月 3 日，甘肃省陇南市徽县嘉陵镇稻坪村村民

尹守良（前左）和肖素琴（前右）在股民分红大会上领到分红。

2018 年以来，贫困村稻坪村在帮扶单位的支持下，成立

徽县青泥岭树蜜稻坪农民专业合作社，将村里79户农民整合

到股份制合作社，依托当地自然环境，大力发展养蜂产业，在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同时，带动了农民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新华社记者 陈 斌摄

2018年12月5日，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河卡镇

幸福村迎来分红日，56户贫困群众共175人领取了由青海可可

西里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放的青稞收购款75.3万元，除去

成本，每人可领到近1600元。 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摄

上图 日前，在河北临西县周楼村“健康小屋”内，医护人员指导村民康

复训练。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