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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被忽忽悠悠买买保保健健品品，，五五六六年年吃吃不不完完
众读者讲述老人被洗脑经历，表示气愤又无奈

这些理财骗局
看完惊掉下巴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你
要理财得靠自己”，前半句是
一个电视栏目的宣传词，后
半句是小编自己加的。这可
不是胡乱加的，是小编看了
一篇稿件后，得出的深刻体
会。

甭管收入多少，中国人
都有攒钱的习惯，钱攒下了，
如何让它升值，这就需要理
财，而在你还不懂该如何理
的时候，许多金融机构就非
常热情地要帮着你理，什么

“购买分红险每年有7%-8%
的收益”啦，什么“天天返利，
年 收 益 可 达 2 0 % 以 上 ”
啦……是个产品都比存银行
收益高出许多，但真实情况
是这样吗？事实证明这里面
很多是陷阱哎。

小编今天为亲们搜的稿
子就是教你如何防这些陷
阱。关注逸周末公众微信号
(qiluyizhoumo),查看全部详
细内容吧。点击逸周末微信
页面右上角头像,可以查看
历史消息哦!

逸 周 末 粉 丝 Q Q 群
(384365359)——— 逸家人现
在也开通了,欢迎亲们回家。

“我母亲痴迷保健用品已两年多，对于洗脑式推销方式，我不理解。”济南市民刘女士电话中表示无奈
和气愤；烟台一位读者对此也有强烈感受，家里老人竟被忽悠得买了10多万元的保健品，五六年都吃不
完……26日，本报报道了《为买治疗仪，老人与女儿闹僵》一文，引起读者广泛关注，一些读者致电本报讲述
了亲友购买保健食品的遭遇，希望保健食品行业加强自律，广大消费者理性购买。保健用品洗脑式推销

想知道“逸
周 末 ”最 新 内
容，扫一扫吧！

“他们这种模式，感觉就
是强暴式销售。”济宁读者王
先生致电本报，讲述了自己姐
姐与外甥女迷恋卖保健品的
头疼事。

王先生说，他与姐姐合伙
做生意，大约在一年前，姐姐
接触到一种保健食品，并被熟
人拉了进去做代理，自那之
后，王先生的姐姐就像变了一
个人似的，对生意也不上心，
天天想着她的保健食品。

“她定期都会去外地参加
会议，回来就是长篇大论。”王
先生说，比如你说了一句牙
疼，她就会立马联想到保健食
品，然后推销介绍。“感觉她就
像被洗脑了一样，尽管劝过多
次，但都没用。”

王先生说，最让他受不了
的是，姐姐还鼓励外甥女辞掉
工作，和她一起做保健食品，

“公司给她们画了一个很大的
饼，说努力工作两三年就能开
宝马，她们竟然信了。”

称三年开上宝马

家人也迷上推销
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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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 1 月 2 6 日讯
（记者 吉祥） 年的味道
越来越浓，有人归心似箭，
也有人正为“年关”犯愁。无
论是网络上，还是微信朋友
圈里，都能看出患“年关焦
虑”的人还真不少。28日上
午9:30-11:00，本报特别邀请
到知名心理专家邵咏梅为您
支招，读者朋友可以拨打
96706212与专家互动。

春节本来是一家人难得
的团聚时刻，对很多上班族来
说，春节更是一年中非常难得
的长假。然而，邵咏梅却透露，
现在春节“恐归”的人正越来
越多：工作不如意的怕家人问
收入，怕请客送礼；单身的怕
亲戚朋友催婚；结婚的又为过
年去谁家争执；就连本来很美

好的同学会，有的也逐渐变成
“攀比会”，让人不胜其烦。

不过，心理专家说，即便
从很多例子反映出“年关焦
虑”大都来自现实的压力，但
只要有应对的办法，依然可以
一一化解。邵咏梅在受访时便
支了一招：提前释放压力，做
老实人，说老实话，用电话或
短信等把自己过年的焦虑和
愁闷心态事先“声明”，争取家
人理解，减少节日期间的“苦
斗”、“纠缠”。

应对春节焦虑还有哪些
办法？28日上午9:30-11:00，听
听心理专家邵咏梅老师的解
答吧。邵咏梅老师是国家二级
心理咨询师，现为山东省中山
心理治疗与咨询研究中心副
院长。

化化解解““年年关关焦焦虑虑””
且且听听专专家家支支招招
心理专家明天上午9:30—11:00来本报接热线

家长想孩子玩好却又怕耽误学习———

作作业业加加辅辅导导班班，，孩孩子子难难得得有有真真正正假假期期
本报记者 王光营
实习生 王剑秋

“别只顾分，而忽略孩子快乐
成长”，本报日子版的报道（见26日
A10版）引起大家广泛关注，而记
者采访中发现，寒假即将开始，多
数孩子这个假期将不会太轻松，
不少家长正陷入寒假培训班纠结
症，虽然号称尊重孩子意愿，但坚
决不给孩子报班的只是少数。

对山师二附中的初一学生小
杰来说，这个寒假要在辅导班里
度过了。由于小学基础差，小杰的
家人很是为他初中学习成绩头
痛。

“尤其是英语，几乎零基础。”
小杰的伯母张女士说，孩子小学

在外地读的书，英语成绩一直上
不去，就给他报了英语辅导班。小
班外教教学，所有课程两年上完，
要两万多元。

记者采访中发现，寒假尚未
开始，辅导班的攻势已经扑面而
来，不少孩子从家到学校两点一
线的生活，将从学校改成辅导班。

“报班也不能勉强，我们肯定
尊重孩子的意愿。”记者随机采访
了20多位家长，过半都表示报班
要尊重孩子的意愿。真落实起来
却并不是这样，已经或者准备给
孩子报辅导班的家长占了将近7
成，尤其是初中和高中的家长，基
本都不希望孩子在假期中“浪费
时间”。

“孩子放假没人陪，给孩子报

个班也能放心。”在山大路某培训
机构，谈起给孩子报班，程女士还
是有点纠结，既想让孩子好好休
息，又怕孩子玩疯了不学习，落在
同学后面，就想找个地方把孩子
管起来。

“妈妈给报了，我就得上啊？”
不少孩子语气中明显对辅导班有
排斥，但家长已经做了安排，不得
不服从。刚上初一的小贝对假期
生活有自己的安排，她希望能多
读几本书，看自己喜欢的电视剧，

“可妈妈说女孩子得练舞蹈，学钢
琴才行。”

艺术测评催热辅导班

专家称没必要非得报

“不是说以后要考艺术素质
了吗，不报个班哪行？”谈起为啥给
孩子报班，家长邢女士这样反问。

记者了解到，邢女士所说的
艺术素质测评，是指我省将从今
年开始，对中小学生进行艺术素
质测评，结果纳入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体系，作为中考和高考录取
的参考依据。山东女子学院教育
学院徐伟教授对此称，家长没必
要非得给孩子报辅导班，只要把
在学校的时间利用好七八成，孩
子的学习就不会有问题。对于兴
趣班，要真正尊重孩子的意愿。

济南市教育局也公开声明，
中小学生课外时间过多参加培训
班，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建议
把课外时间交还给孩子。

光赠品就一屋子，子女咋劝不管用

“两年前母亲痴迷上一种蜂
胶保健食品，老人平时是很节俭
的，但面对这种保健食品，完全
没有了节省概念，感觉完全被洗
脑了。”济南市读者刘女士说，据
她估计，老人买保健食品花几万
元是有了，大都是瞒着他们购买
的，光拖把、肥皂、豆芽机、床垫
等赠品就堆了一屋子。

老人的痴迷，与商家“无微不
至”的营销手段有很大关系。“老
人过马路，两个小姑娘扶着，年轻
的营销员隔三岔五地往家里跑，
有时拿点苹果，有时端盆花哄老

人开心。”刘女士说。
刘女士无奈地说，母亲现在

对这种保健食品像着了魔一样，
不管她和家人怎样劝说，对母亲
来说都无济于事。“实在没办法
了，我也找销售人员谈过，希望他
们不要再登门，后来还严厉警告
过他们，但都没用，这俩人不来
了，过两天又换了俩新的。”

刘女士说，她也仔细看过这
个产品，就是一种普通的保健食
品，但价格比市场上的品牌明显
要高，对于商家的这种营销手
段，刘女士表示很气愤。

本报记者 秦雪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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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多万元的“药”好几年都吃不完，想要退时人家翻脸了

200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烟
台市民张大妈认识了推销药品（实
是保健食品）的一位销售员，自此
张大妈开始了疯狂购药的经历，

“现在回头想想，自己都感觉挺可
怕。”张大妈说。

张大妈患有心脑血管疾病，
2005年时一位年轻姑娘向她推

销，说有个免费体检活动。参加活
动后，又向她推销药品，“当时感
觉不错，就买了几盒。”

张大妈说，在以后的日子里，
这位推销员对她非常热情，经常
提着水果到她家问寒问暖，陪她
聊天散步。除此之外，还经常送帽
子、手套、丝巾等小礼物，甚至在

张大妈生病住院的时候，都会到
医院陪床。“感觉像亲闺女似的。”

后来，张大妈也发现了一个
问题，尽管这位销售员平时对她
百般呵护，但每到年底，都会向她
大量推销药品，“说任务完不成，
会受处罚，希望我给她冲量。”张
大妈回忆道，考虑到私人感情，她

有点心软，便瞒着家人偷偷买药。
几年下来，张大妈买了10多

万元的药，家里放不下，便寄存到
朋友家。最后，张大妈发现这些堆
成山的保健品，她五六年都吃不
完，就提出退货，这时，一向温柔
的销售员却翻脸了。后经烟台工
商人员调解，张大妈才得以退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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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
多保健品
猴年马月
能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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