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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瑞瑞福福被被责责令令停停售售保保健健品品
吉翔堂净水器不属于医疗器械，食药部门称难以监管

本报济南3月29日讯（记者
王皇 见习记者 郭立伟） 天
瑞福没有保健食品销售资质，责
令停止销售！29日，齐鲁晚报A03-
A04版报道记者卧底两家保健品
会销公司，揭开其夸大宣传销售
保健食品的内幕。当天，济南市中
区有关部门对天瑞福百货商行进
行现场检查，该公司因没有保健
食品销售资质，被责令7日内停止
销售。历下区食药部门对吉翔堂
也进行检查，但因吉翔堂净水器
不属于医疗器械，难以监管。

齐鲁晚报记者此前卧底调查
发现，天瑞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通过一种健康分析软件，为老人
体检，并检出肝肾不好，进而推销
自称能治好五脏失衡的“五行肾
方”，售价几千元。29日，市中区公
安局、市中区食药局大观园食药
所、市中区市场监管局大观园市

场监管所相关工作人员现场对天
瑞福进行检查。

记者看到，该店有营业执照和
食品经营许可证，均未过期，店名
全称为市中区天瑞福百货商行，属
于个体户。不过，大观园食药所执
法人员发现，该店食品经营许可证
的经营范围仅是预包装食品和散
装食品，而没有保健食品。

调查发现，该店的“五行肾方”
仅是食品，并非保健品。该店还销
售葡萄籽、石斛花等多种食品，执
法人员要求负责人30日上午9点提
供所有产品的进货资质。对于保健
品，大观园食药所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店经营范围不含保健食品，
所以不能销售。根据规定，责令7日
内整改，停止销售保健食品。

公安和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分
别对该公司体检程序存在的虚假
宣传问题进行调查。虽然店内的

课件有体检系统的介绍、办公室
电脑内有体检软件，但体检的仪
器和配套的耳机已经不见了。从
宣传页和产品外包装上看，并未
发现明显的虚假宣传痕迹。

当天，历下区食药局执法人
员还现场检查了历东商务大厦吉
翔堂公司。尽管吉翔堂对老年人
宣称，用了他们的净水器后，对糖
尿病、心脑血管疾病、便秘等有非
常明显的改善，不过执法人员表
示，净水器不属于医疗器械，不属
于食药局监管的范围，只能查看
其主打的保健食品及其相应的检
测报告。

执法人员对吉翔堂目前出售
的保健食品一一在国家食药总局
网站上查询批准文号等信息，主
要原料、适宜人群、保健功能等均
有标注。经检查，该公司保健食品
的经营证件齐全。

偷偷偷偷录录音音拍拍视视频频不不算算证证据据
监管部门称必须现场取证，每次调查都无功而返

两家店正常“开会”，淡定应对检查

““要要什什么么证证件件快快说说，，

我我拿拿出出来来就就是是””

29日，记者分头走访
了历下区历东商务大厦、
市中区恒昌大厦。这些大
厦存在不少保健品销售
公司，电梯里大部分都是
结伴而来的老人。

历东商务大厦共有
22层，楼下的值班工作人
员称，大厦上保健品公司
至少有十二家。“每天老
人一拨又一拨的，出来都
提着东西，没有空着手
的。”该值班人员也基本
摸清了这些老人“开会”
的时间点：“早上8点半有
一拨，一般到10点左右呼
啦啦都下来了。下午1点
左右又开始了，一直到下
午 3 点 多 ，没 停 下 的 时
候。”

但记者从1楼走到22

楼，逐一房间查看，楼层
或门口有保健、健康、老
人等明显标志的公司只
有5家，其余的都很隐蔽。

2 9日下午 1点半左
右，记者跟着一位前来

“泡脚”的张姓老人进入

大厦7楼，才发现这里的
707室也是一个会销点。
该会销点门口除了门牌
号之外没有任何标志，只
在进门处的屏风上有“福
泽天下”四个字。再往里
走有一个小型会议室，摆
着桌子和椅子，零星坐着
几个工作人员。

“来了都现叫门，看
到是年轻人一般不给开
门。”张姓老人说。随后陆
陆续续有老年人进来，机
构的工作人员纷纷与老
人攀谈起来。据老人介
绍，由于上了年纪经常记
错楼层，有时候随便敲开
一个门，就有年轻人接进
来，让自己坐下来开会。

恒昌大厦也很类似，
26层中有八家公司或店
铺与健康、养生相关，并
设有会议教室，就在29日
下午，至少四家正在或正
准备上课。
本报记者 张玉岩 王
皇 本报见习记者 郭
立伟

29日中午，记者探访
济南市市中区天瑞福公
司和历下区吉翔堂公司
时发现，这两家公司仍在
正常上课、上班。天瑞福
的大门关闭，门前摆了张
桌子，有两位男士在门口
坐着。大门内仍有上课的
声音，不时有老人进入听
课。吉翔堂的工作人员也
在正常上班。

在检查人员抵达现
场进行检查时，天瑞福的

“老师”仍在“授课”，音乐
也正常播放。店内负责人
李先生比较配合，提供复
印证照、身份证件以及产
品资质都比较积极，并表
示自己是证照齐全的合
法经营。

李先生对各个部门
的监管职责门儿清，不
断对现场联合执法的公
安、食药、市场监管部门
说，产品质量是归食药
局管，宣传是归工商管，
对公安部门介入调查则
说，“不该由你们管。”回

答执法人员的提问时，也
不停提醒对方该管啥不
该管啥。

不过，李先生对推销
产品时起到关键作用的
体检设备讳莫如深。公安
部门询问具体如何像宣
传单页上写的进行检测
时，李先生则不再配合。

历下区食药局现场
检查吉翔堂时，一位男性
工作人员直接说：“你不
用问这么多，你想要什么
证件就说，我给你拿出来
就是。”并很快提供了食
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
等相关证件。而对于名为

“长寿六要素”的保健食
品，直接提供了六种不同
的检测报告。

针对上述公司仍在
开会、上课推销产品，有
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在
固定的营业场所开会上
课推销，法律并没有禁
止。
本报记者 王皇
本报见习记者 郭立伟

起底保健品会销

现场去调查，开会的大爷很不高兴

通过“上课”口头宣传疗效，
但产品本身却不带功效说明，查
起来又很正规。这是目前不少通
过会议、上课进行推销的保健食
品、健康食品店的特点。工商部门
坦言，目前对这样的销售方式，即
便存在虚假宣传，也很难取证。而
无法取证，则无法进行行政处罚。

济南建筑新村市场监督管理

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中心医院对
面的历东大厦上，保健品公司就有
很多。通常情况下，都是个体工商
户。对于此类保健品会销公司，市
场监管部门调查过很多次，但是每
次能做的就只有驱散。甚至在现场
调查时，站在对立面的不光是保健
品公司，连同一起开会的大爷大妈
们也都不高兴。甚至有老人会说

“这会儿驱散了，等换个时间再开
就是了”。

该负责人说，碰到此类情况，
基层市场监管部门只能针对个案，
当做一般的消费纠纷进行处理。买
卖双方坐在一起，通过调解协调，
以求能达成一致。“就算是在调解
的过程中，保健品销售员也是和和
气气，爷爷奶奶地叫着。”

每次一执法，会议就自动终止

更重要的是，类似的保健品
销售模式，从情理上来说不妥，但
是究竟哪个地方不妥，法律上却
没有具体的依据。“说要禁止、取
缔根本无法可依。”上述负责人坦
言，尽管新的广告法规定了保健
食品广告中的“五不能”，但是在
实际操作过程中，取证有很大难
度。

在宣传过程中，用类似于保
健知识普及一样的做法，把产品
功效说得十分夸张。但是这种“口
头上的功效”并不体现在产品信
息或者宣传彩页上，只能从讲师、
专家口中听到。“这就是取证难
了，这种口口相传的销售模式，很
难把证据落实到白纸黑字上。”该
负责人说。

他还表示，即便偷偷录音，拍
了视频，这些都不能算作证据，充
其量只能是在确凿证据的情况
下，充当辅证。能够获得法律认可
的证据，只能是执法人员名正言
顺取得，而在实际执法过程中，一
到现场调查，会议就自动终止了，
根本就没办法获得有效证据，几
乎每次调查都是无功而返。

会议销售本身也需要法律规范

针对保健品销售存在的法律
空白，济南大学法学院教授袁曙
光说，现在没有对保健品经营场
所和销售方式进行明确规定，这
确实需要政府的职能部门和立法
部门出手，对此作出明确的界定。

“需要各个职能部门联合起
来，从法律层面上可以通过制定
地方法规的方式，就保健品市场

管理拿出操作性比较强的管理规
定，比如说将此类工商户纳入重
点监测范围，对其日常的经营活
动加强监管。”

虽然早在2013年时，济南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出台了

《关于规范保健食品会议营销行
为的通知》，但会议营销主要针
对在固定经营场所之外的酒店等

地举办，目前，各个“上课”“开
会”卖保健食品（或健康食品）的
公司都会自设一个大厅作为上课
教室。

此外，夸大宣传的销售不仅
是保健食品，还有如净水器、手表
等，“需要规范的不仅是保健食品
的销售，还有会议销售方式本
身。”一位健康行业人士称。

“开会”“上课”暗示或者明示保健品具有某种疗效，并高价销售给老年人，这是不少
养生店、健康店的惯用伎俩。虽然相关部门也想认真检查，但保健品会销乱象却难以禁
止。这背后，存在这些店本身比较隐蔽的问题，更存在口头夸大宣传难取证、监管跨部门
执法难，以及会销缺乏法律规范的问题。

本报记者 张玉岩 王皇 本报见习记者 郭立伟

济南历东商务大厦 707 房间，门外没有任何标
志，但老人会买保健品。 本报见习记者 郭立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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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历
下区食药局工
作人员对吉翔
堂的保健食品
进行调查。
本报见习记者

郭立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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