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费提示

保健食品市场鱼龙混杂、质量参差不齐，尤其是在铺天盖
地的保健食品广告宣传声势下，某些保健食品的作用不断被
神化，甚至“无所不能”。一些不知情的消费者受商家的误导，
把保健食品当作药品用来治病。他们吃了这些不能治病的东
西，造成经济上的损失不说，也难免贻误病情。

（区消费者协会）

近年来，由保健品引发的投诉数量每年居高不下。由
于保健品种类繁多、功能有别，一些经营者故意夸大宣传，
甚至用欺骗的手段诱导老年消费者购买，致使保健品已经
成为消费者投诉重灾区。

案例

刘大妈（化名）和老伴倪大叔（化名）已经 70多岁了。
平时老两口一直省吃俭用，虽然生活不是很宽裕，但为了
少生病、不住院，不给儿女添麻烦，他们都比较热衷于买保
健品。有一次，刘大妈无意中与人聊天得知，中草药铁皮
石斛有很高的药用功效——能提高人体免疫能力、增强记
忆力、抑制肿瘤，还能有效降低血糖。刘大妈动了心，回家
和老伴一商量，就决定去买一些长期服用。

到了药店，听刘大妈说要买铁皮石斛后，店家拿出了
一些指甲大小的药片状东西，说这个就是用铁皮石斛制成
的保健品，还把产品的作用说得神乎其神。为此，刘大妈
一下子买了 4000元左右的产品，决定和老伴一起服用。
没想到，刚服用4天，老两口就出现了身体过敏的症状，于

是赶紧停止服用并找到店家要求退货。店家认为产品质量没有问题，疑似过敏现象是个人体质问题，所以拒绝退货。刘大妈多
次上门质询，都没有得到商家的回应。

后经家人检查，发现刘大妈所买的商品上并没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也就是说刘大妈买的商品不是保健食品。可当初店
家声称卖的是保健食品，具有保健功效。刘大妈觉得自己上了当，认为店家刻意隐瞒，属于欺诈行为，于是将此事投诉到了当地
消费者协会，要求退货退款。最终，经过消协工作人员反复调查了解、沟通调解，店方将全部款项退还给了刘大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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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到来
当心孩子被电信诈骗

（三）
学生小王（化名）假期使用奶奶的手机刷视频，看

到一则广告：30元低价出售某款游戏账号，游戏时间
不受限制。

小王主动与对方发起私聊，通过对方发来的二维
码扫码付款后，马上收到了游戏账号密码。可当他试
着登录游戏时，却被提示密码错误，无法登录。对方
解释说是因为账号较新，还需要完善信息并验证后才
能正常登录，让小王添加QQ详细说明。

加上好友后，对方引诱小王下载了一款App，让
他打开手机共享屏幕和语音通话功能，全程指导操
作。不久，对方告诉小王由于不是使用自己的手机进
行操作，导致验证失败，游戏账户被系统冻结，需要再
转账300元进行解冻。于是，小王立刻用奶奶的支付
宝再次扫码支付了300元。

随后，以解冻账号为由，骗子引诱小王用奶奶的
支付宝多次进行扫码转账，奶奶的支付宝账户没钱
了，又引诱小王用其他家人的支付宝转账——前后共
计扫码转账了 9000余元。几天后，小王的妈妈查询
支付宝余额时才发觉少了几千元，询问后小王把事情
告诉妈妈，妈妈知道这是诈骗，让小王联系对方，此时
小王发现自己被对方拉黑。

警方提示

以上三个案例均是针对学生的电信诈骗：诈骗分
子非常狡猾，利用青少年群体的特定需求“量身定制”
骗局。暑假期间，孩子独自使用手机时间较长，家长
要加强教育，适当监督。

家长需告诉孩子，不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不扫
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不添加来历不明的陌生人为

“好友”，当遇到威胁、恐吓时不要自己解决，要第一
时间向家长、老师或者公安机关求助。

家长要留意孩子的异常举动，例如躲在房间、角
落等处。同时，建议家长对微信、支付宝等网上支付
设置安全措施，关闭“免密支付”，保管好支付密码，避
免 孩 子 受 到 哄 骗 、胁 迫 后 被 诈 骗 分 子 利 用 。

（丰台警事）

盲目相信保健品 损失钱财误病情

案例

（一）
小学生田田（化名）喜欢玩网络游戏。某天，他突然收到一条游戏好友申

请，对方称可以为田田免费领取一个稀有游戏皮肤。田田按这位“好友”的要
求填写完游戏账号、手机号等信息后，不仅没有收到稀有皮肤，还收到对方发
来的一张“警方提示”，内容为：“未成年人参与领取福袋是违法行为，你的信
息已被警察锁定！因为你的操作失误，导致平台系统被冻结十万元保证金，
如30分钟内不解除，父母将被判处有期徒刑3至5年。”

紧接着对方又表示：现在有两个选择，一是在手机上解除，二是去派出所
当面解决。田田顿时惊慌失措，焦急询问怎么解除，于是对方发来一个“客
服”的QQ二维码，让田田添加。添加后，“客服”要求田田发10个200元的红
包，不配合就要坐牢。

因为害怕，田田立即按照对方要求操作，这时妈妈的手机突然收到了多
条扣费信息，发觉不对，随即报了警。

（二）
喜欢追星的学生小李（化名）在某社交平台收到一条私信：扫码进群，为偶

像做数据涨流量。
小李进群后，群里突然出现了一位“张警官”，说有人泄露艺人隐私，群里

所有人都得配合调查，否则将直接联系监护人缴纳罚款2万元。
小李立马给“张警官”发消息解释，对方让他加“律师”QQ，好好配合才能

洗清嫌疑。小李加上“律师”的QQ，对方打来视频电话，要求小李拿妈妈手
机，将支付宝所有余额转过去，并让小李买了一台8000多元的手机寄到对方
指定的地点。

小李一一照做，事后妈妈发现手机被转出30余万元，询问后才知道孩子
遇到了骗子。

本报讯 暑假到了，不少学生都拿到了被家长封印已久的手机：打游戏、刷视频、网购
……放松心情没问题，放松安全警惕不应该。暑期是学生被电信诈骗的高峰期，在享受暑
假的同时，也一定要注意防范诈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