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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广播播卖卖假假药药，，借借快快递递““隐隐形形””
快递员代收货款，发货方信息模糊难追查

本报济南3月14日讯(记者 任
磊磊 实习生 朱文轩) 14日上
午，在济南市工商局历下分局联合
北方国际珠宝玉石交易中心举办
的“3·15”珠宝玉石免费鉴定现场，
市民杨先生带来的四件宝贝竟然
三件是假货。专家提醒市民，玉石
宝贝要谨慎购买。

市民杨先生一早就带着自家
宝贝前来鉴宝。杨先生自称是玉石
收藏爱好者，平时就喜欢买点小玩
意，这次他带了四件宝贝：一件手
镯、一条手链和两块大小不同的玉
石。但是经专家鉴定，结果却和他
想象的不太一样。

“你的这个手镯根本不是翡
翠，而是一块普通的紫色玻璃。”据
专家介绍，杨先生带来的这款所谓
翡翠手镯，实为普通的紫色玻璃，
而所谓的红宝石手链也不过是人
工合成的，还有一款手枪形状的玉
石，也是人工合成的。仅一块玉石
是真的。

“我平时就喜欢收藏玉石，对
这个比较有研究，没想到也有看走
眼的时候。”杨先生对专家的鉴定
结果极为失望。据称，这几件藏品
均花费上千元购买，这次鉴宝让他
损失不少。

“大部分珠宝玉石的材质，用
肉眼难以辨别出来，因此消费者在
进行选购时，一定要到专业市场购
买。”省地质科学实验研究院岩石
矿物研究所国家鉴定师李济提醒
消费者，在购买时还应索要有国家
认证标志(CMA)与官方钢印的鉴
定证书。

玉石珠宝猫腻多

珍藏四件宝
三件是假货

广告节目里说得天花
乱坠，货到付款、开箱验货
之后却发现，所谓的新研发

“组合药”，与广告里说的完
全不是一回事。然而，当购
买者有心维权，竟完全找不
到卖家的踪影。

这实际是设计缜密的
一场骗局：广告做饵—规避
药名—快递发货—模糊地
址，环环相扣，卖家最终“隐
形”，让买家无从知晓，让监
管部门难于追查。

王先生收到货才知道，广告里所谓“最新研制”的眼病“组合药”是两种品牌药片和眼药水的
组合。其中药片在国家食药监局网站上查不到信息，疑是假冒产品。 本报记者 张亚楠 摄

收到的药品名和广告里完全不同

济南一知名快递公司高管告
诉记者，如果收件人发现被骗后，
按照快递单所记载的寄件人通讯
信息无法找到行骗组织，快递公
司在充分听取收件人完整叙述
后，应当退还代收现金并帮助收
件人办理拒收手续，及时挽回损
失；如代收现金已经交付给行骗
组织，快递公司应当向收件人提
供快递员收取邮件的具体地址、
寄件人联系方式等信息，为收件
人寻求自力救济与公力救济提供
条件，并配合警方调查。

警方同时介绍，如果快递企
业在明知寄件人利用其快递业务
向收件人进行诈骗后，仍然为其
提供物流服务，应当理解为快递
企业默认同意帮助行骗组织完成
诈骗行为，可以认定快递企业与
行骗组织具有诈骗行为的共同故
意。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快递企
业与行骗组织共同实施侵权行为
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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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李安娜 李明慧

快递若知诈骗仍服务

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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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逾70岁的市民王先
生，受眼底黄斑病折磨多
年，到处寻医问药却未见疗
效。前阵子，深夜广播节目
里的一则眼病药品介绍，让
他动了心。

据王先生介绍，当时，节
目是以医药资讯专题节目的
形式，推销一种“新研发的组
合眼病药”。“节目里，这个药
品组合的研发组组长王平为
打电话过来的患者一一答疑
解惑，有的患者说，吃了六七
天就感觉角膜炎好多了，看
东西格外清楚。”

很快动心了的王先生也
拨通了购物电话。次日，王先
生就通过快递公司收到了药
品包裹，快递员代收货款990
元。

拆开包裹，展示出来的
是12盒“是立明除障则海甫
片”中药片和10瓶“珍珠明目
滴眼液”眼药水。但让王先生
感到奇怪的是，实际收到的
这两种药的名称，与此前自
己收听的节目中完全不同。

天桥区北园派出所副
所长陈国华表示，通过“挂
羊头、卖狗肉”，狡猾的药商

给自己设了一层掩护。“药
商在节目中规避掉真实药
名，这样一来即使患者收到
的是假药也难以把收到的
药和节目联系到一起。”

济南市食药监局人士
点破了商家的动机，销售者
将两种药品组合在一起换
个名字卖的做法，并不明显
违反法律法规。从一开始就
故意钻空子。

检索发现，同样的骗
术，在国内多地都有上演。
此类骗术的重点目标人群
是老人。

快递单上的发货电话始终关机

尽管收到的药跟节目
里卖的完全不同，但王先生
心想，既然钱已花，就试试
吧。却不想，服用了药片三
四天后非但没有感受到丝
毫疗效，反而腹泻严重。

这是不是假药？王先生
找出了当初的快递单据，试
图查询卖家的信息。一查才
发现，快递单上的发货方地
址只是笼统的“市中区”，此
外便是发货人的姓名和电
话。

记者多次拨打发货方
电话，对方始终处于关机状
态。

“我们接到过很多类似
的患者投诉，说是从网络、
广播、电视等药品广告中购
买了某种药品，使用后疗效
悬殊，有时甚至买到假药。
但这种通过快递等邮寄渠
道买到假药的情况，在实
际追查过程中往往非常困
难。”济南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稽查支队队长郝永
刚介绍，稽查支队曾多次
联合工商、公安部门追查
这些无良药商，但因为销
售者在运营过程中有意规
避具体发货地址，让追查
往往处于无处下手的尴尬

境地。这也成为卖家的第
二层掩护。

那么，王先生买到的药
品，究竟是不是假药呢？记
者根据中药片药盒上的批
准文号在国家食药监局网
站查询但没有发现任何信
息。根据“是立明除障则海
甫片”这一药品名查询，显
示有十多家生产厂家在产，
但没有一家是药盒上显示
的生产厂家。

据食药监部门人士介
绍，在国家食药监局的网站
上查不到相关信息，基本可
以断定是假冒产品。

相关链接
掩护一

掩护二

14日，鉴宝现场，杨先生手枪形
状的玉石被鉴定为人工合成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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