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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可以听 坚决别掏钱
老人买保健品上瘾咋办？营销专业人士教市民如何防忽悠

30元的治耳鸣手表，买
了！2380元的净水器，买了！
1200元的蜂胶，买了！还有各
种保健锅、远红外磁疗被、玉
石床垫……家住海滨小区的
孙老太，光买保健品一年花
了近6万元。

孙老太的儿子杜先生
说，母亲非常留意野广告，家
里窗台上存着一沓厚厚的广

告，每天都会戴着眼镜仔细
查看保健品营销会的时间、
地点。

孙老太不愿意对记者过
多谈及保健品，她只是说都
快要死了，只能依靠这些保
健品多活点时间了。

“平时省吃俭用，但只要
是买保健品她毫不心疼。”杜
先生说，作为儿子他也不好

太多干涉，不然母亲会以为
儿子不想让她多活几年，只
能顺着她了，否则会骂他不
孝。

待杜先生离开后，孙老
太打开柜子，柜子里全是她
买的保健品，为了不让儿子
知道，平时都用衣服蒙着藏
起来。记者看到柜子里有项
链、磁疗枕、竹纤维床单……

本报10月15日讯 10月16日是世界
粮食日，15日，记者走访驻烟高校发现，

“餐桌浪费”现象比比皆是。米饭吃几口
就扔，整碗面条倒掉，仅午饭一个餐厅就
能收集500多斤泔水。

15日上午11点左右，记者来到烟台
大学北区第一餐厅，在食堂里转了一圈，
发现“东南西北”各种口味一应俱全，很
多学生都要了两三份菜。

午饭后，很多餐盘里还剩了好多米
饭和菜，真正能吃完的很少，餐厅中央区
的百斤容量的泔水桶不一会就满了。“打
饭打少了不够怎么办？又不差那一两块
钱。”学生李岩说，他平均每餐花7元钱，
至少能买两菜一汤，饭量大的才能吃完。

在餐厅泔水区收集泔水的工作人员
孙女士说，很多学生吃完饭后能剩三成
左右。仅仅一顿午饭，该餐厅就能收集5

桶泔水，约有500多斤。
在烟大第一餐厅，记者看到一位女

同学一下子倒掉了基本没动的饭菜。“今
天的饭不太好吃，实在难咽。”该女同学
说，难吃的简单吃几口，剩下的倒掉。

没过几分钟，一对学生情侣来到泔
水桶旁，轻松倒掉了餐盘里的红烧肉。

11点30分左右，记者来到烟台大学

第七餐厅。在一张餐桌前，记者看到有一
碗米饭放在桌上，像没吃过似的，餐盘内
的剩菜也有很多。“整碗米饭，整个馒头，
吃了几口的面条等，都直接倒掉了。”收
集泔水的工作人员李师傅说。

在山东工商学院第二餐厅，米饭只
能打一元或者一点五元的，菜只能要一
整份，很多饭量小的学生吃不了只能倒
掉。收集泔水的工作人员拿起满满两碗
菜说，“这都是吃完剩下的，经常的事，有
的嫌面条不好吃整碗倒掉。”

米饭吃几口就倒掉
某高校一餐厅仅午饭就能收500多斤泔水

□记者 王晏坤 李大鹏 报道

qlwbwyk@126 .com

赵本山的小品《卖拐》《卖车》红遍大江南北，为兜售产品，推销人员可
谓绞尽脑汁进行“忽悠”。连日来，在海滨小区石化大酒店二楼会场，也发
生了类似的忽悠事件，这次不卖拐，也不卖轮椅，而是卖能“治病”的净水
器，不少老人都买过（本报12日曾报道），对此，专业人士给出了建议。

保健锅磁疗被 老太一年花了6万

为避免更多的老人被
忽悠，记者联系到一位从事
营销行业的业内人士尹先
生，他告诉记者，忽悠是有
规律可循的，兜售保健产品
一般多分六个基本步骤。

“做好宣传，多用发放传
单的方式，这是第一步。”尹
先生说，这属于“愿者上钩”，
很多商家不惜抛下重金，批
量式的印制并发放传单，扩
大宣传的范围，起到造势的
作用。

第二开展讲座，多打着
养生的幌子。老人都比较关
心养生，商家会从老人感兴
趣 的 点 下 功 夫 ，比 如 高 血
压、冠心病、关节炎、骨质疏
松、类风湿等常见疾病。

第三小恩小惠，吸引更
多老人参加。比如每天发八
个鸡蛋，明儿发一袋挂面，
久而久之，利用老人喜欢凑
热闹的特点，吸引更多的老

人前往。
第四夸大病情，让老人

更多担心身体健康。他们经
常会说，“高血压是人类死亡
的第几大杀手，对人体危害
极其严重。”

第五为产品正名，打消
疑虑。为了让老人们相信产
品的质量，多用介绍专家的
权威度，并冠以“资深”、“首
席”等名号，让老人内心充
满崇敬感和信任感。

最后是宣传产品，隔离
家人。尹先生说，很多情况
下，为兜售保健品，商家会
运用一定的手段隔离老人
与子女的联系，比如带老人
免费查体。

“ 该 商 家 把 讲 座 的 时
间设定在早晨 5点，这对于
上 班 的 子 女 来 说 ，这 个 时
间 他 们 在 休 息 ，老 人 们 可
以借锻炼之名去听讲座。”
尹先生说这实际上就是隔

离 家 人 ，借 机 给 老 人 洗 脑
购买产品。

为了营造效果，他们还
会找托儿参加互动。在前排
多会有些“会油子”，他们经
常出席讲座，参加互动活动，
并借机宣传产品。

比如涮拖把的水经过净
水器的“净化”，有5名老人上
台尝水甜不甜，可能就有“会
油子”存在。老年人比较相信
人，分辨力一般比较差，很容
易就上当了。

“除以上介绍的六个基
本步骤意外，为更好地打消
疑 虑 ，商 家 还 会 打 出 亲 情
牌。”尹先生称，推销产品的
人经常会叫听讲座的老人爸
妈，有的还会给老人洗脚等。

为有效预防老人上当，
尹先生建议，讲座可以听，但
是老人们坚决不要掏钱，儿
女也可以陪着老人一起听讲
座。

送礼品喊爸妈 六招忽悠老人上当
信以为真，花1200元买了堆保健品

本报10月15日讯 本报在10月12日
C04、05版刊发了《净水器能治病你信
吗》的新闻。14日下午5点多，曲大爷与
李大爷手里拿着一瓶《蜂中珍品》的保
健食品来到报社，称看过本报的《净水
器能治病你信吗》的报道后，想咨询一
下保健品是不是假的，到底能不能治高
血压、冠心病？

随后，记者根据产品的批准文号，在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网站上输

入国食健字G20110465，该产品确实是国
家注册保健食品，信息显示，产品的功能
是增强免疫力，适宜人群是免疫力低下
者，注意事项是本品不能代替药物。

曲大爷说，本来不想买，但是看着别
人买，妻子又多次吆喝着要买，他就花
1200元买了一箱共12瓶。“推销的时候说
交上1200元领产品，领完产品一定会将
钱退还，不退可用锤子砸他。”曲大爷说。

信以为真的曲大爷再一次冲动了，
结果没有返钱，反而用两箱同样的产品
替代了应该返回的钱。

工商执法曾遭老人阻拦

□记者 宋佳 报道

一位老人刚买了一口保健锅。 记者 宋佳 摄

15日中午，在烟大七餐，一大碗米饭
就这样被浪费了。记者 王晏坤 摄

格相关新闻

□记者 宋佳

moviedream@126 .com

□记者 宋佳 报道

本报10月15日讯 “保健品不能等
同于药品。”芝罘区工商局的工作人员
称，如果是虚假宣传、夸大宣传就是不
合法的。

该工作人员介绍，现在保健品多
采用会议营销的方式，没有纸质的宣
传材料，相关的法律还比较模糊，给执
法造成了困难。

“老人往往对我们的执法很不理
解。”该工作人员说，执法人员就曾在
保健品营销会议现场执法时遭到阻
止，“老人觉得保健品很好，推销的人
也好，现场难以执法。”

至于销售的保健品价格是否符
合标价，市物价局的工作人员称，保
健品属自主定价，不在物价局的管理
范围之内，不存在全国统一定价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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