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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体验馆，只因孤独找人聊天
老人热衷保健品背后，反映的是“亲情缺失”
本报记者 岳茵茵 庄子帆

主打

专家观点>>

应多给老人

感情安慰

为什么有不少老年人
愿意购买保健品，为什么保
健品商家就盯上了老年人
的钱袋子？就此问题，记者
请教了曲阜师范大学教育
科学学院心理学教授张怀
春。张教授告诉记者，老
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在慢
慢衰退，心理也发生了一
些变化，常常会怀疑自己
是不是得了某种病，加上
老人本身有着不服老的心
态，就想着靠一些保健品
来调节一下自己的身体，
期望能达到延年益寿的效
果。所以，当保健品销售人
员稍一暗示，有些老年人抵
抗不住诱惑。

“儿女不在身边，老人
缺少一个说话的人，感情上
没有寄托，大把的时间没处
消磨，只好自己找些事来
做。”张教授说，此时保健品
的“亲情牌”营销策略就趁
机而入，“听课”、“旅游”、

“体验”，再加上平时给老人
送些吃的、用的，这时老年
人的感性彻底打败了理性，
经不住劝说就会花大把的
钞票购买保健品。其次，保
健品、保健医疗器械吸引的
都是老年人，他们在一起就
不会感到寂寞，有种归宿
感。购买保健品、体验保健
器材自然地就成了老年人
的一种生活方式。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
听到一些老年人告诉自己
的子女身体不舒服，可到
医院一查啥问题都没有。
张教授认为，其实这只是
老人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引
起子女的注意，这时子女
要注意给父母感情上的安
慰，及时带着父母去医院
查体。“其实，老年人也很
容易满足，子女要用行动
来表达对父母的重视，让
父母有存在感，经常买些
吃的、用的带给老人就可
以了。”张教授表示，如果
家中老人有购买保健品的
习惯，子女也不要一味地去
改变老人的做法，顺其自然
地劝导加上感情的付出，老
人自然会感受到。”

刘女士的父亲六年前开始接
触保健品，起初并没这么痴迷。三
年前老伴去世后，老人开始独居，儿
女时常也来看望，但生活得却百无
聊赖。经人介绍，老人开始参加保健
品促销活动。推销员隔三差五地打
电话，还经常登门拜访，送些小礼
物。“推销员一口一个大爷，喊得别
提多亲切了，还经常到家里给他量

血压。我们就纳闷他们用什么办法
把我父亲忽悠成这样。”刘女士告诉
记者，其实这是保健品推销的一种
手段———“亲情牌”。

26日，记者跟随经常去保健
品体验馆的张大妈来到任城路一
床垫体验中心。一进门，几个年轻
人就招呼张大妈，询寒问暖，看上
去很亲切。这间百余平方米大的

房间里足有40多位老人。老人们，
有的在体验床垫，有的在体验洗
脚盆，还有一位老人在和推销员
下象棋。

张大妈今年68岁，四年前经
人介绍来这里做体验。“我关节不
好，一遇冷腿就疼，这个床垫红外
线的，躺上去很热乎，我就经常
来，三年前花了三千多元钱买了

一个单人的。”张大妈说。记者发
现，床垫通着电，上面有很多圆形
的石头，摸上去有点热，像变了样
的电热毯。张大妈说：“有关节炎
的都知道，遇热就见轻，很难说这
东西有啥用。”她每天都来这里，
就是图个人多热闹，自己在家太
寂寞了，“儿女都忙没空陪我，平
时能听他们叫声‘妈’都难。”

梁 山 县 的 王 大 爷 今 年 6 0
岁，年轻时做生意，两年前为接
送孙子上学，从农村搬到县城
儿 子 家 。“ 刚 来 的 时 候 很 不 适
应，在老家每天老人们都聚在
一起打打牌、聊聊天，一到县城
没朋友，老伴还住在老家，每天
儿子儿媳上班，送完孙子就不

知道干什么。”
半年前他开始接触保健品，

经人介绍在水泊中路一个保健
品体验馆做了一次降血压仪的
体验。第一次到体验馆，他看到
来这儿的都是老年人。推销员先
是套近乎，然后开始讲解产品的
功效。“他说的再好我也不打算

买，一个降压仪就两三千，不再
正规商场出售的能管用么，但觉
得这地方不错，人多有人说话。”
王大爷说，之后他每天送完孙子
都去体验馆做体验，每次还能领
到一个砭石做的珠子，他收集的
珠子已经穿成一个项链和手链
了。

最近，王大爷又找到了两家
体验馆，一家是卖洗脚盆的，一家
是卖床垫的。张大爷每天像是在
赶场子，接送完孙子一天要赶三
家体验馆。“我知道那东西疗效一
般，所以不买。但那里人多热闹，
我给推销员说多带几个人来，他
们也不赶我走。”

朝九晚五，老人就像上班

儿女太忙，难听叫声“妈”

如果您购买过假冒伪劣产品,或是亲

历过消费黑幕,或是行业“潜规则”的知情

者 ,希望您拨打本报维权热热 : 2110110、

1 8 9 0 5 3 7 1 5 1 9告诉我们 ,或发送邮件至

zhuangzifan@126 .com。我们会根据您提供

的线索进行调查,并将有关问题反馈给相

关部门,邀请有关部门专业人士为您答疑

解惑。

本报2月25日C11版刊发《老爸老妈们，小心别上当》一文中提到，市民刘女士的父亲痴迷保健品六年，花费了
省吃俭用攒下的六万多元钱。为不再让推销员骚扰父亲，刘女士可谓想尽了法子。近日，记者采访了梁山的一名
老人，他每天朝九晚五地去保健品体验馆，为的却是能找到人聊天。记者调查发现，热衷保健品的老人多经不住
推销员的“温情陷阱”，在隔三差五打电话问候、上门送礼物等“糖衣炮弹”的冲击下，被骗取钱财。但是，反观这种种
现象的背后，呈现的却是老人的亲情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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