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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因病情加重几度
入院，95岁的山东老人李伟民
似乎还不愿意承认，自己每天
固定服用的二十几粒保健品并
非“良药”。

这位老红军、曾在国务院
某部委当过处长的老干部坦
言，自己是在得了脑血栓后，才
开始迷信保健品的。他家里有
一间屋子，柜子里、窗台上、角
落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保健品
盒子，整个房间满满当当，根本
无从下脚。每天，他都用一张皱
巴巴的“保健品用量表”，提醒
自己按时服用那些神奇的保健
品药丸。自2003年至今，李伟民
共购买了196种保健品，花费近
百万元。

老人对保健品的痴迷加剧
了与子女之间的矛盾。老人的
小儿子无奈地告诉记者，几乎

每次劝老人都会引起一场“家
庭战争”。“有时候劝他，他装听
不见，说多了就开始骂人。说我
们做儿女的不孝顺，看中的是
他的家产。”

李伟民也觉得很委屈，因
为保健品的事儿，儿女没少“批
斗”他，这让他觉得特别没面
子。但是当那些一口一个“干
爹”的推销电话打过来，他又忍
不住掏出了钱包。

其实，在面对这些花花绿
绿的保健品时，李伟民心里也
有些“矛盾”。一方面，他承认自
己有些“病急乱投医”，买过的
近二百种保健品几乎没有效
果；另一方面，经常在家“一言
堂”的他又坚持认为，买保健品
花的是自己的钱，不能看一时
之效，自己花钱买开心，谁也管
不着。

□记者 刘振男

对大多数老年人来说，从兜里拿出千把块钱消费并不容易。然
而，保健品却似乎成了一个特例，很多不法商家采取各种伎俩大肆
推销，骗取老年人钱财。一方面是屡被曝光的保健品欺诈案例，另
一方面则是居高不下的保健品消费纠纷。维权意识差、保存证据能
力不足，使得老年人频频中招，保健品行业也成为老年消费者投诉
的“重灾区”。

[以案说法] 本报联合省消协发布：

老年消费者需注意的十大陷阱

老人买保健品上瘾
15年花费近百万元案例

□记者 邢志彬

为保护老年人的消费权益，近
报联合山东省消协消费维权服务
站齐鲁律师事务所，为老年读者
总结出需要慎防的十大消费陷
阱，这些都是发生在我省消费者
身上的真实案例。

【案例一】网上看病不靠谱
80岁的钟先生，患有十多年的

糖尿病。治病心切的他想上网查
看，当他输入“糖尿病治疗”几个
字后，某医学研究院的广告跃入
眼前：“不打胰岛素、不吃降糖药，
在家轻松治疗糖尿病，免费赠送
高科技糖尿病治疗仪。”钟先生立
刻打电话咨询。一位自称医生的
人答复钟先生，“可以治你的病，
一个疗程3个月包好”。他先后7次
按照某医生的要求购买药品和保
健品，直到花去25800元也未见好
转，方知上当受骗。事后，钟先生
回忆说，对方从来都不告诉他商
家的具体名称和地址，所收到的
中药均无处方、不开据发票。他打
电话咨询都是转接，先问消费者
是谁，然后再打过来，。

【案例二】无效退款是噱头
80多岁的石先生是一位退休

教师，颈椎僵硬，患过中风。一天
他看到某报刊登的广告，就拨打
了电话。商家说有特效药，无效退
款。石先生花了1380元买了一个疗
程，服用后根本不管用。石先生连
用了3个疗程，花去4140元，也不见
效。打去电话说得配着另外一种
药使用效果才好，另一接线员说
再买另一种药才管用，最后，商家
说你未服用的退，可办理退款，但
服用没法退。从此，石先生打电话
再也联系不上商家。

【案例三】虚假广告设陷阱
武先生70多岁，患有腰间盘突

出病，一天看到某报刊登有治疗
腰间盘突出的广告，信以为真。广
告将产品说得天花乱坠，一字不
提使用禁忌。武先生花1680元邮购
了一台治疗仪，打开说明书时才
发现自己并不适宜使用。武先生
要求商家退货。商家只退了1000
元，强行扣下680元。事后，武先生
多次打电话，商家不再接听。

【案例四】迷信专家受损失
刘女士74岁，患有毛细血管静

脉曲张十余年，看了某电视台养
生节目，介绍中药泡脚能治病。刘
女士付了950元买了药。使用十几
天后效果不明显。

这时，一位自称王院长的人
打来电话，只需1000元，保证能治
好。刘女士用了一段时间，腿红
肿。过了几天，又换了一位自称是
血管病专家的某教授打来电话
说，需要配合药物调理，否则将截
肢。刘女士又按教授的要求，花700
元买了蜂胶和蓝莓胶囊。此后，商
家不断以院长、副院长、专家、教
授名义轮流打电话，让她继续买
药治疗。最终，不仅没治好病，反
而进了医院。

【案例五】“无理由退货”成摆设
消费者刘先生患有前列腺疾

病，一天他打开某公司官网，看到
在推销某品牌前列腺贴，“承诺15
天内无理由退货”。他就花680元订
购了一个疗程。刚用几天发现所
贴患处皮肤红肿发炎，他立刻停
止使用，打电话要求退货。商家
说：“我们只管销售不管退货，谁
给你的货你就找谁。”

【案例六】养生讲座变推销会
青岛消费者韩先生称，参加

北京某健康协会在青岛一酒店举
办的健康讲座，在工作人员的安
排下，自称是北京某著名医院退
休的医生为他的妻子把脉看病，
并积极推销某保健品。说服用后
可以增强免疫力。韩先生深信不
疑，付了5800元买了6盒保健品。回
到家服用二粒后，老伴感到头晕。
韩先生赶到酒店退货，酒店人员
说，举办讲座的人已经退房了。

【案例七】相信“疾病补助”被骗
78岁的杜先生投诉称，一天他

在家接到自称某协会刘主任的电
话，很关心地问他糖尿病得了多
长时间，每年吃药要花多少钱，说
有个卫生部的补助项目，能为他
申请困难补助6万元，但必须先交
税2500元。杜先生就交了2500元。
之后，刘主任说还要再交2500元的
转账费，7天后杜先生就能收到那
笔6万元补助款了。杜先生又交了
2500元。十几天过去了，杜先生没
有收到一分钱，这才醒悟过来，原
来电话那头的刘主任是个骗子。

【案例八】保健品冒充药品
消费者邱先生在自家报箱取

报时发现一个大信封，拆开见是
一张中医药类的小报，写着“千年
传世秘方重见天日，只要吃上某
某胶囊保证用一个好一个!最多三
个周期，如果不好，一分钱不收。
对三高、脑病、前列腺增生、失眠
等十多种老年病都有疗效”。

邱先生患有前列腺增生、失
眠等疾病，苦不堪言。见有如此好
的“神药”，喜出望外，邱先生立即
打电话订药。快递公司把“药”送
来了，因是傍晚看不清，他就付了
2280元。第二天邱先生打开一看，
发现不是药，其实是保健品。

【案例九】借上门维修电器多收费
78岁的消费者戴女士投诉说，

2015年7月的一天，家里的热水器
坏了。天气酷热必须马上修，她女
儿在网上查到一个维修电话，下
午4点多来了两位工人，简单问了
情况，就开始拆热水器，随机取下
一根金属棒，又装进去，同时放进4
根像钢笔长短的金属棒，不到半
小时就弄好了，然后就开单交款，
每根金属棒720元，用了4根2880
元，加上工钱开价3100元。戴女士
的女儿回家后在网上查询，发现
一个热水器也就二三千元左右，4
根金属棒要3000元显然是欺骗。

【案例十】盲信互联网金融高回报
互联网金融对老年人完全是

一个陌生的世界，动辄20%甚至
30%的年化收益意味着随时可能
出现血本无归的结局，或者商家
投资的就是虚假项目，为骗钱而
圈钱。但老年人不擅长利用网络，
信息主要来自商家的广告和熟人
介绍，抗风险的能力极低，但面对
高利率的诱惑，一些老年人也坐
不住了，纷纷将存在银行的养老
钱投到互联网金融中。

□记者 刘振男

两年前，忙碌了大半辈子的张老先生从济南
某单位退休，开始了赋闲在家的日子。平日里喝喝
茶、侍弄侍弄花草，天气不错时就和老伴儿出门逛
逛街。有一次，两人在外遛弯时碰到一个小伙子，
并表示可以带老两口去城郊某楼盘免费考察，不
仅车接车送，还可提供免费午餐和精美的小礼品。
老两口一合计，反正没啥事儿，就答应了小伙子。

打车到了城郊某售楼处，几名置业顾问热情
地接待了老两口，然后转样板间、介绍工程进度、
地产商资质……一番糖衣炮弹“轰炸”下来，看老
两口有点动心，置业顾问趁机提出让老人先交定
金。“大爷，您看我们房子这么抢手，您抓紧订一套
吧，再晚就抢不到了。”

张老先生提出要回家跟儿子商量下，该置业
顾问表示，可以先交上一万块钱，回头不想要了还

能回来退。张老先生一想，反正不要也能退钱，
自己也没啥损失，痛快地拿出了一万块钱，并拿
到了一张手写收据。

下班到家的儿子听说后，坚决反对张老先
生买房，“咱家现在已经有两套房子了，再说那
个楼盘离市区太远，交通、配套啥的都不方便，
也没有升值潜力。”张大爷想了想觉得对，决定
要回那一万块钱。

没想到，售楼处却对退钱的事儿矢口否认，
理由是这钱属“定金”而不是“订金”，不能退。为
什么“定金”就不能退？陈先生百思不得其解。

同样的事儿还发生在李先生身上。因
为儿子突然决定结婚，李先生找了好几家
酒店都没有档期。有一天，他在某酒店应
酬时，发现菜品口味不错，而恰好该酒店
有空余档期。李先生随即预定，并缴纳了
一万元定金。

可回家跟家人商量后，才发现该酒店
离家太远，交通方面可能不是很方便。李先
生想拿回之前预交的一万块钱，却被告知
是“定金”，不能退。好在经过工商部门的协
调，李先生拿回了大部分退款。

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新亮解释说，“定
金”是指当事人约定由一方向对方给付的，作为债
权担保的一定数额的货币，它属于一种法律上的
担保方式，目的在于促使债务人履行债务，保障债
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给付定金一方如果不履行
债务，无权要求另一方返还定金；接受定金的一方
如果不履行债务，需向另一方双倍返还债务。相比
之下，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订金不具有
定金的性质，只是单方行为，不具有明显的担保性
质。一般情况下，交付订金的视作交付预付款。交
付和收受订金的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债务时，
不发生丧失或者双倍返还预付款的后果。

王新亮提醒市民，在缴纳各种“诚意金”时，
一定要留意意向书上写的是“定金”还是“订
金”，如果对方有预交款可退还的承诺，一定要
录音或者白纸黑字得落实到纸上，以免为日后
维权造成困难。

刘桂霞已经记不清这是第
几次来派出所了。几乎每次来
咨询案件进展，她都是失望而
归。

3年前，她年过八旬的老父
亲因轻信济南某投资公司“高
利息、高回报”的承诺，将自己
仅有的13万养老钱投了进去。
没过多久，这就演变成了一起
涉及百余人、一千多万元的集
资诈骗案。目前该案已移交至
天桥区检察院，刘桂霞父亲的
13万本金，至今也没被退还。

刘桂霞到现在还记得，父
亲去世时欲言又止、满腹心事
的样子。她明白，老人家是不放
心，他不知道自己去世后，同样
八十多岁、没有任何收入且身
患老年痴呆症的老伴儿要怎样
生活。

同样遭遇此事的还有58岁
的济南市民李先生。因为轻信
理财机构高回报的噱头，他把
干了二十几年复印打字社挣来
的96万元钱全部投了进去，至
今连本金也未能拿回。

“针对老年人的金融理财
诈骗，一般都是以高利润为噱
头。”济南市历下区政法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集资诈骗往往承
诺25%以上的年息，这对许多老
年人来说是个不小的“诱惑”。

□记者 刘振男

近年来，老年朋友们的理财需求在不断增大。从低风险稳健型的银行储蓄，到高风险高回报
的股票、基金等理财产品，到处都能看到老年人的身影。然而，不少老年人在选择金融产品的过
程中，常常会被不法分子盯上，稍被蛊惑便盲目投资，极易陷入非法集资和金融诈骗的陷阱。

高回报伴随高风险
96万投资打水漂

案例

消协郑重提醒老年消费者：

①购物时要仔细辨认购买的是药品还是保健品，不要购买无厂名、
厂址、商标和标识不全的商品，购物要索要和保留好购物发票、快
递单据、合同和广告等证据，这是消费维权的重要证据。
②对于网络、电视和电话等远程购物形式，老年人应当问清楚商家
的具体名称和地址，商品的使用性能、禁忌条款和售后服务渠道，
做到明明白白消费。
③在消费中遇到被欺骗的情况，要及时报案，消费者投诉举报
12315、质量投诉12365、食品药品投诉12331、价格投诉举报12358、
旅游投诉12301、税务投诉12366、公共卫生投诉12320、通信投诉
12300等，齐鲁律师维权18615282008。

13万养 老金被骗 三年未讨回
专家：老年人 理财被骗超保健品，理财前应多与家人商量

作为一名公益律师，全国首个民间老年
人防诈骗维权中心发起人、山东新亮律师事
务所主任王新亮曾接待过不少投资理财被骗
的老人。“从我们目前接受的咨询案件来看，
大约有44%是关于投资理财被骗的，超过了保
健品领域投诉的比例。”

从他们的经历看来，老年理财领域存在
着不少“陷阱”，许多非法机构或个人为了给
老年人“下套”，可以说是下足了功夫。在这些

“套路”中，“感情营销”最为普遍。不少销售人
员提着礼物上门拜访，对老人嘘寒问暖、端茶
倒水，不仅趁机摸清了老人的家庭和经济情
况，也让老人建立起潜意识里的信任，从而诱
导他们购买自己的理财产品。

随后，理财公司会邀请老人参加类似
“公司周年庆”等活动，播放宣传片、杜撰知

名人士、成功人士等，塑造公司实力雄厚的
假象，并打出“免费”、“限量”、“赠品”等字
眼，鼓吹自身产品“模式新”、“收益高”，但往
往这些“新”模式根本不受国家认可，“高收
益”也仅仅只是一个噱头而已。而许多老人
却在被“洗脑”后对这些“新模式、高收益”深
信不疑，轻而易举地钻进了不法分子精心设
计的圈套里。

“一般来说，类似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等问题，需要达到一定金额和一定人数才能
立案。” 全省首个公安系统老年人防诈骗
维权工作站负责人、济南市历下区龙洞派出
所副所长于秉强接待过不少因为集资诈骗
受害的老年人。他们中不少人因此变得失
眠、焦虑、抑郁，有的甚至不停地去省委、省
政府上访。

老年防诈骗维权中心统计
理财被骗比例超过保健品说法

“我们接触的案例中，绝大多数老年人较
为缺乏金融知识，又欠缺风险辨别能力，所以
才会陷入各种金融骗局之中。”王新亮无奈地
告诉记者。

曾经有位老年人，为了购买所谓的“保健
品原始股”，在一天内接连跑了齐鲁银行三家
营业网点，要求将12万元取现、转账。“原始股
的购买渠道有限，此前我们在工作中也接触过
原始股诈骗的案例，所以我们就多问了几句。
虽然经过劝说，老人离开了第一家营业网点，
但我觉得老人并没有放弃。”齐鲁银行济南开
元支行这名工作人员的猜测没错，第二天，这
名老人果然在两名年轻男女的陪同下两次前
往柜台转账。当经办柜员询问其转款用途、是
否认识收款人、家人是否知道此事时，老人支
支吾吾，表述不清。

但不论大家怎么劝说，老人依然坚持要取
钱。齐鲁银行相关负责人一边安抚老人，一边
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民警赶到后联系到了老
人的女儿，最后在银行员工、民警及女儿的共
同劝说下，老人才离开营业室。而陪同老人来
办理业务的两个人早已悄悄离开现场。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了。据
齐鲁银行工作人员不完全统计，近期齐鲁银行
已拒绝冒名开户、异常情况开户、大额不明转
账10余人次。“我们对业务系统进行了升级完
善，通过系统控制，实现对账户实名制、转账和

交易监测等业务风险的管理。”此外，通过微信
等通讯工具建立内部信息共享机制，要求各支
行将本行发现、遇到的诈骗案件及时上传与
全行分享，并通过官网、微信、LED显示屏等
多种渠道向社会大众宣传和普及防范电信诈
骗知识。

“免费公开课不要听、免费小便宜不要占、
遇事多与人商量。”这是王新亮经常挂在嘴边
的三句话。因为老年人维权成功率太低，他所
发起的老年人防诈骗维权中心经常会走进社
区，向老年人普及防诈骗的维权知识。“我希望
能从预防做起，从源头上减少甚至杜绝这类案
件的发生。”王新亮同时建议，老年人在参加各
类活动、购买各种理财产品前，多与家人沟通，
如果确实有理财需求，尽量找一些权威、大型
的理财机构进行投资。”

老人差点被骗12万
幸亏民警和子女联合劝阻延伸

老人买房签合同 一字之差赔两万
再次提醒老年人：“定金” 不能退！“订金”可以退！

花百万买“神药”
九旬老人陷迷局
专家提醒：要相信医生相信科学

“老人家到这个岁数，对
健康有着强烈的渴望，其实很
多时候，他们买的不是保健
品，而是一种心理安慰。”全国
首个民间老年人防诈骗维权
中心发起人、山东新亮律师事
务所主任王新亮认为，随着中
国老龄化加剧以及生活节奏
的不断加快，独居老人越来越
多，当子女们忙于工作或不在
身边时，保健品销售人员的

“热情”像一剂良药，填满了老
人们空虚的精神世界。

王新亮觉得，电信诈骗、
集资诈骗中，老人只要被坑
过一、两次，几乎不会再上
当。可保健品因其被吹嘘的

天花乱坠的疗效以及伪科学
原理，老年人很难做到不再
次动心。”

他曾经统计过，截至去年
年底，老年人防诈骗维权中心
共接到约2000余起咨询，其中
因购买各类保健品、“神药”上
当受骗的占了41%。

“现在的骗子太狡猾，经
常打擦边球、钻法律空子，很
难给人留下口实，再加上老年
人维权意识差、保存证据的能
力有限，日后维起权来特别困
难。”更让人头疼的是，不少老
年人被骗后不敢告诉家人，又
怕报警给自己带来麻烦，更别
说费时费力地打官司了。

骗子打擦边球套路深
老人怕惹麻烦难维权说法

①这几年李伟民老人买了近
200种保健品，摆满了卧室的
橱柜和桌子。
②全省首个公安系统老年人
防诈骗维权工作站负责人、
济南市历下区龙洞派出所副
所长于秉强在向老年人普及
防诈骗知识。

①①

②②

而在全省首个公安系统老
年人防诈骗维权工作站负责
人、济南市历下区龙洞派出所副
所长于秉强看来，保健品虚假宣
传的问题归工商部门管理，只
有在引发中毒或者产产生治安事
件等严重后果时，公安部门才能
介入。而往往这个时候，骗子就
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杨风博士认为，相关部门应该加
大对不法保健品生产、经营企业

的监管和惩处力度，定期向老年
人宣传食药品方面的知识，提升
他们的辨别能力和维权意识，引
导其科学、合理地消费保健品。

在此基础之上，王新亮认
为，国家要尽快出台和完善相
关条例，尤其是要加强对厅堂、
会所、酒店等的巡查监管，一旦
发现其将场所租赁给保健品会
销企业并产生了侵害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情况，出租方应承担
相应责任。

提供场地给不法推销商
出租方应承担相应责任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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