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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保健品”坑人骗局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记者 鲁畅） 成本仅11.5元的营养食品，“摇身一变”成了包治

百病的“神药”，售价5000元一疗程……这样的骗局仍在不断上演，一些老人即使“赊账”也要

购买。

近期，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打掉一保健品诈骗团伙，团伙主要成员王某某及其上线贺某

某等16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他们是如何设局诱使老年群体落入陷阱的？记者进行

了调查。

成本11.5元卖到5000元

“伪专家”授课
车接车送听讲座

别让骗子钻空子

2024年6月，老人尤某在北京西

站附近一家银行取钱时的怪异举动

引起辖区派出所民警的警觉。“为防

范电信诈骗，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取款

3万元的用途。老人一会儿说给孩子

装修，一会儿又说要给老伴买药。”北

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北京西站派出

所一级警长肖承说，劝阻过程中，老

人情绪激动，经过平复后才透露说是

刚听完“健康讲座”买了产品，一名司

机送他回家顺道取钱。

什么药这么贵？什么讲座还能

车接车送？神秘司机为什么“一溜

烟”跑了？公安部门初步判断老人遭

遇诈骗。经过警方深入调查，一个保

健品诈骗团伙“浮出水面”。

警方发现，老人参加健康讲座的

地点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十里河的一

家饭店。一份当事人提供的视频显

示，自诩中科院沈阳所“重编程逆转”

项目负责人的王某某绘声绘色地讲

述着“科研成果”有多么受到国家重

视，又用拼凑的媒体采访视频为产品

“背书”，并通过互动交流调动大家积

极性，为推销产品做铺垫。

“ 每 次‘ 讲 座 ’大 概 有 半 天 时

间，‘听课’的老年人有二三十人。”

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刑侦支队

办案民警赵佳晨说，团伙中的“业

务员”通过“海打”电话方式联系老

年客户，确定参加意向后陪同老人

一同“听课”。

记者了解到，团伙推销的产品

名为“重编程逆转 SAg”（胸腺胶蛋

白肽片），王某某号称使用后可以

逆转身体内的细胞，进而达到逆生

长状态，针对糖尿病、心脏病、老年

痴呆、癌症等疾病具有显著功效。

该产品配料表中的主要成分为麦

芽糊精、木糖醇、牛胸腺蛋白肽、牛

初乳粉等，外包装没有保健食品“小

蓝帽”标识。经检测鉴定，这款产品

不具备任何药用效果，且每盒成本

只有11.5元。

赵佳晨告诉记者，推销过程中，

王某某还会以产品有国家补贴等

为噱头，原价 5000 元一盒的产品优

惠至 5000 元 6 盒（一疗程）。“老人

几乎都会购买，钱不够的就等发了

退休金再补上。”赵佳晨说，从当时

产品一个月在京销售情况看，约有

180人受骗。

记者采访发现，盯上老年群体

的“保健品”骗局已成顽瘴痼疾。

相较于过去线下会销场所多选择

酒店会议厅、郊区度假村等固定

地点，当前不法人员反侦查能力

强，常常“打游击”，增加警方取证

难度。

“王某某选取的‘讲座’地点多

为北京四五环周边的中档饭店，且

每次直到活动前一天才通知具体

时间、地址。”北京市公安局公交

总队刑侦支队四中队中队长

朱志君说，该团伙“业务员”还

采取对老人“人盯人”模式，不

允许外部人员进入会场。

多位办案民警表示，王

某某案中，很多从事保健品

诈骗的“业务员”有保险推

销员等从业经历，手

里掌握或非法获取

大量客户个人信息；

这一群体善于和老

年人打交道获取信

任，高额分成让他们

铤而走险非法牟利。“一个业务员的

笔记本上，细致记录了老年客户发放

退休金的金额和时间。”朱志君说。

记者调查发现，此类诈骗活动

在各地时有 发 生 。 2024 年 年 初 ，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以

诈骗罪判处洪某等 9 人有期徒刑

和罚金。该案中，涉案人员精准

“电话销售”，忽悠老年人购买宣

称具有补肾壮阳、防癌降三高、调

节 肠 道 菌 群 等 功 效 的“ 保 健 食

品”，诈骗金额达 4000 余万元。

近年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和消

费者协会多次提醒，消费者要注意防

范保健食品销售骗局，切勿盲目参加

任何以产品销售为目的的健康知识

讲座、专家义诊、免费检查等活动，更

不要接听非法保健食品推销电话，不

接受送货上门等。

记者调查发现，在很多保健品诈

骗案件中，受骗老年人即使被警方告

知受骗，仍然不能自拔。一位老人家

中已经花费不菲购买了各种各样的

所谓“保健品”，还会去“听课”买药。

“答应了‘业务员’，他们就会关心我、

对我好。”这位老人坦言。

受骗老年人配合警方调查意愿

比较低。警方调查过程中找到约30

名被害人了解情况，但配合工作的只

有17人，涉案金额8万余元。

采访中，受访公安民警为被骗

老人画像：年龄 65 岁以上、有退休

金、文化水平较高，但缺少家庭关心

关爱。

“诈骗团伙嘘寒问暖、送点小恩

小惠，很快就能攻破老人心理防线。”

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刑侦支队副

支队长杨萌萌说，许多老年人缺少精

神寄托，没有人关心、聊天，最终就会

让骗子钻空子，将老人手里的钱“吃

干榨净”。

对此，受访人士认为，要增加对

老年群体的家庭关爱。子女一方面

要提升父母的防范意识，另一方面要

及时关注父母心理健康，疏导负面情

绪，避免父母因为孤独、焦虑等原因

上当受骗。

此外，有法律人士认为，可以考

虑将老年人维权案件纳入公益诉讼

范围，由检察机关代表老年人群体

提起公益诉讼；这样既能解决传统

诉讼模式中很多老年人诉讼能力弱

的问题，也能督促有关行政机关履

行监管职责，从而更好地保障老年

人合法权益。

忽悠老人
精准“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