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1月15日 投稿邮箱 yzhcomments@vip.sina.com
本版编辑/范金刚 美术编辑/吕攀峰02 时评

主办：河北日报报业集团

出版：燕赵都市报社

值班副总编：张洪杰

地址：石家庄市裕华东路86号

邮编：050013

新闻热线：0311-88620000

微博爆料@燕赵都市报

声明：

未经燕赵都市报书面授权，

不得转载或使用燕赵都市报

及燕赵都市报旗下新媒体所

刊载内容。

在线阅读燕赵都市报原创内

容，请扫描以下二维码，关注

燕赵都市报官方微信、微博

及头条号。

YANZHAO METROPOLIS DAILY

微信

微博

燕赵都市报头条号

公民发

燕赵都市报抖音

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甚至是不择手段，已经成为亟须解决的一个社会

问题。欺骗老年人，则是一些不法之徒惯用的伎俩。

“果小云”事件：“薅羊毛”还是“剪羊毛”？

燕赵观

“我真是入了迷了，买了这么多保健品，

根本吃不完啊。”杭州92岁的梁奶奶指着满

屋子的保健品说。如果不是口袋里的生活费

只剩下10多元，恐怕梁奶奶还不会意识到自

己买保健品过了头。她说，这些年自己在保

健品上毛估估花了一两百万了。采访期间，

梁奶奶的手机响了五六次，一接起来，全是推

销保健品的。（11月14日澎湃新闻）

不可否认，以养生、健康等宣传方式推销

保健品，是从情感上拉近与老年人的距离，最

终目的还是为了销售高价保健品。杭州这位

年过九旬的老人，痴迷保健品十多年，每天坚

持吃三四种保健品，花了一两百万元，吃光了

毕生积蓄，几乎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

问题是，目前针对保健品销售乱象，还存

在管理困境和盲区。比如，打法律的擦边球

进行营销，即使存在虚假宣传之嫌，也很难取

证。特别是，一些老年人看不清过度推销背

后的伎俩，被商家牵着鼻子走，疯狂购买保健

品，甚至不惜同子女反目。

虽然保健品各种问题的新闻不断，但追

捧保健品的老年粉丝，还没有完全清醒过

来。可见，一些不良商家通过各种手段拿保

健品骗财固然可恶，但更需要反思的，是无处

不在的非理性的“保健品依赖症”，以及老年

人群体无意识的跟风行为。

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以及生活水平的提

高，我国将逐渐步入老龄社会，老年人将成为

一个相当庞大的社会群体。为此，国家和地

方均制定了一系列优待老年人的政策，倡导

社会和公众尊敬、关爱老年人。然而，偏有一

些无德商家，非但不善待老年人，反而变着花

样去忽悠老年人。比如，向老人过度推销保

健品等，以此诈取老年人的钱财，这种行为严

重损害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侵犯了老年人

的合法权益。

老人买保健品花光生活费，过度推销成

“坑老”利器。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甚至是不

择手段，已经成为亟须解决的一个社会问

题。欺骗老年人，则是一些不法之徒惯用的

伎俩。他们利用老年人与社会脱节、容易上

当受骗的弱点，频频将罪恶之手伸向老年

人。因此，保护老年人权益，治理保健品乱象

是必要之举。比如，严格执行“保健品不是药

物”警示规定，加大对销售环节的监管力度，

查处夸大保健品功效的违法行为。

买保健品花光生活费，
别让过度推销成为“坑老”利器

张西流

网友说
@苏格拉瓦威威——首先是利益

诱惑，免费体检、免费试用，都是从“免

费”开始；其次是“亲情攻势”，爹呀妈呀

叫得比亲儿子都动听，便宜占时间长了

老人也觉得不好意思；再次还有环境渲

染……哎，门道很多。不少老年人已经

不太懂这个时代了，也不听儿女劝告，

一意孤行。

@82年冰阔洛——儿女多陪陪老

人，老人怎么会听推销员的忽悠。有些

老人太孤单了，推销员几句嘘寒问暖就

把老人打动了。

@海蓝见鲸——上当的老人可怜，

但是行骗的人更可恨。

@大空天雀——多陪陪老人，常回

家看看，别让老年人陷入“孤独”的泥

潭，从而被“热情”的陷阱蒙骗。

@般若——这么多退休金做点有

意义的事不好吗？儿女劝不住，不给买

还要被骂没孝心，有关部门管管吧！

燕赵都市报快手

“双11”期间，一则“羊毛党”薅垮天猫网

店“果小云旗舰店”的消息，引起了广泛关

注。“果小云”重新开张后，其所售脐橙大卖，

月销3万余单。与销量同时“收获”的，还有

来自媒体和网友“营销炒作”的质疑。调查发

现，这家网店存在复制他店信息的行为，且其

背后公司注册资金百万，负责人家中也并无

脐橙果园。最新消息称，几经波折后，涉事网

店于 11 月 13 日晚再度下架了所有在售水

果。（11月14日澎湃新闻）

这起事件当初引发广泛关注，关键在于

两点。其一，“果小云”以受害者形象出现，一

句“自己是农民，与叔叔合伙凑钱开店，这家

店是命根子”，激发了人们的同情心。其二，

抓住了“薅羊毛”这个痛点，引发了人们对于

“羊毛党”泛滥成灾的痛感，进而产生了强烈

的共鸣。两者缺一不可。

现在，情况似乎有了些变化。不必讳言，

互联网确实存在“羊毛党”。但这起事件，到

底是不是“薅羊毛”这么简单，恐怕还不一

定。现在，这家店已经承认了抄袭其他网店

商品图片、信息的行为，虽然否认了营销炒作

一事，但从调查来看，事先抛出来的人设是

“存疑”的，其股东名下关联多家电商，家里的

果园同样难以确定。

无论事件走向如何，在“羊毛党”问题上

形成的共识，不应该遭到反转。但反观当前

互联网，相对于“薅羊毛”，商家“剪羊毛”的现

象，同样值得关注。

“剪羊毛”的实质就是商家不守诚信，不

讲底线，把公众当成小绵羊。营销炒作，可谓

是典型。这些年来，发生了不少“剪羊毛”事

件。去年“双11”前，一则“痛心！50万斤脆

甜丑苹果抢收不及，求你帮老人孩子渡过这

个难关！”的贴文，甚至遭到了官方“打脸”。

“悲情营销”“矫情营销”“温情营销”……种种

营销炒作，刺痛了无数人的眼睛，伤害了无数

人的感情。

营销炒作能够成功，不是炒作者智商有

多高，而是社会有感情，存在温柔和善良。明

明是人性优点，却被炒作者看成弱点，当成了

可以利用的工具。营销炒作的最大出血点，

并不是让消费者掏了一点钱，承受了一点经

济损失，而是让人性温暖、社会温暖为之买

单。这种行为的可怕之处在于会形成“寒蝉

效应”，对爱心造成重大戕害，甚至导致真正

值得同情的人得不到同情，真正需要救助的

人得不到救助。

唯有爱心不可辜负，唯有善良不可伤害，

唯有诚信不可僭越。“果小云事件”，到底是

“薅羊毛”还是“剪羊毛”，亟待真相的进一步

挖掘。但有一点必须明确，底线不可触碰，

“剪羊毛”与“薅羊毛”同样不可原谅。

（毛建国）

31层楼卖33层的房，“空气房”源于“空气监管”
云南昆明的高女士遇到闹心事：她2017

年在龙湖半山楼盘内部认购了一套位于 33

层的房屋，但发现近期封顶的楼房只有 31

层。高女士为这套不存在的“空气房”维权至

今，房款和房屋都无着落。目前，这个楼盘共

有190余套违规预售房产生纠纷。（昨日本报

10版）

只有31层的楼房，敢卖33层的房屋，遭

殃的有近两百个购房者，可见开发商的胆子

大到了何种程度。

这个项目今年3月才拿到预售许可证，

但早在 2016 年，就以内部团购的名义在销

售。有人会说，敢买五证不全的房子，购房者

自己也有责任。此话不假，但如果违规预售

成为行业惯例和普遍现象，这种指责又显得

十分苍白无力。很多购房者都有这样的体

会：“五证”齐全的楼盘都不便宜，很多也是在

证件不全时就开始销售了，所以仅余几套挑

剩下的尾房；“五证”不全的楼盘性价比更高，

最后出事儿和被重罚的也不多见。这似乎意

味着，不在证件不全时付出点真金白银和开

发商共担风险，便无法享受更低的房价。

因此，在房价一路上涨的背景下，这些风

险有意无意地被购房者所忽略了。然而，一

旦出事儿就是大事儿，完全让购房者承担责

任并不合理。对此，监管部门难辞其咎。就

像股市一样，只是口头提醒股民注意风险，有

时候并没有太大效果，对风险的意识来源于

切实的教训。相较于发布公告和口头提醒，

监管部门更该做的，其实是规范市场。如果

继续像几年前一样，违规销售是常见现象，那

么不仅消费者选择有限，而且也会因劣币驱

逐良币导致守法合规的成本越来越高。此

外，对于违规销售的楼盘，执法力度非常关

键，倘若不出事儿便没人管，“违规—缴罚款

—合规”成为常态，也会让“以儆效尤”的执法

效果大打折扣，同时让购房者觉得风险并没

有那么可怕。

表面上看，违规售楼之所以屡禁不止，在

于开发商与购房者的利益趋同，愿意共担风

险、共享利润，但如果仔细剖析其成因，便会

发现执法不严、尺度不一也是导致市场乱象

的重要原因。试想，如果开发商因违规售楼

缴纳的罚款超过了利润，并会因此记入信用

档案而导致今后无法拿地，他还敢违规吗？

所以，此事最大的教训在于，有关部门不

能坐堂监管，而是要关口前移，及时了解市场

信息，主动介入处理；更要对一切违法违规行

为零容忍，加大违法成本，而不是板子高高举

起又轻轻放下，因为种种原因而只是罚点钱

儿了事。长此以往，开发商的胆子越来越大，

敢于冒险配合的购房者也会越来越多。须

知，人们对法治的信仰就来自于每一次对违

法违规行为的惩治。 （宋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