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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底，一家单位发布公告称，将

组织100名老年人免费双飞游海南。
公告显示该活动的主办单位为“洛阳市
老龄产业发展基金会”，协办单位为“洛
阳市报业集团、洛阳市广电总局”。而
事实上我市只有洛阳日报报业集团和
洛阳广播电视台，而两家单位均表示并

未参与此活动。
该事件在《洛阳晚报》记者和市消

费者协会志愿者的努力下被曝光，不少
市民称，这明显是在假借媒体“吸粉”
嘛，忽悠的技巧又升级了。此事也引起
了市消费者协会的注意，因此特别发布
了此次预警。

昨日，洛阳市公安局武装力量“保稳定、保平安”跨区域拉动演练
在洛阳火车站广场举行。特警、武警、城市区分局巡防系统，以及孟津
县、新安县、偃师市、吉利区公安局的特巡警武装力量近500人、30余台
车参加拉动演练，确保圣诞节、元旦“双节”期间我市社会治安形势持
续平稳。 记者 张怡熙 通讯员 许鹏飞 摄影报道

□记者 郭秩铭 通讯员 王森

昨日下午，我市召开消防安全
重点单位千人警示约谈大会，对全
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进行集中警
示约谈，部署了全市冬春火灾防控
暨圣诞、元旦消防安保工作，并将
组织开展圣诞、元旦消防安全集中
夜查行动。

会议上，消防部门通报了针对

郑州“12·18”和濮阳“12·22”两起火
灾暴露出来的问题，要求各级、各部
门、各单位要立即行动，开展商场、
市场、居民楼院消防安全专项治理，
加强电气火灾防范相关工作。

此外，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我
市将于12月24日、25日、31日晚统
一组织开展圣诞、元旦消防安全集
中夜查行动，全面排查、消除消防安
全隐患，警惕“冬天里的一把火”。

近日，翠云办联合消防、公安
部门开展居民楼院消防安全检查
专项行动，重点对辖区泉舜·润泉
苑、康城逸树等居民小区私拉乱
扯电线、安全出口锁闭、违规堆放
杂物等火灾隐患进行检查，对存

在的问题责令限期整改。本次专
项整治行动共检查居民小区 23
个，物业公司 16 家，发现火灾隐
患107处，清理电动车83辆，清理
私拉乱扯电线14处。

（高昂）

临近年底，老年人消费投诉成热点，市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预警——

“专家”“名医”别轻信 免费背后猫儿腻多
□记者 潘立阁 通讯员 肖慧

临近年底，针对老年人的推销活动越来越多，老年人消费投诉也成为
热点。近日，市消费者协会发布最新一期消费预警，提醒老年朋友加强防
范，不要被不法商家忽悠。

根据忽悠老年人的常见套路，市消
费者协会发出四大警示。

●警示一：注意保健食品与药品的
区别

保健食品是食品的一个种类，具有
一般食品的共性，能调节人体的机能，
适用于特定人群，但不能治疗疾病。

药品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
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
规定有适用症或者主治功能、用法和用
量的物质。药品包装必须标有“国药准
字”批准文号。

老年消费者不要误将保健食品当
成药品来购买，而且最好从正规渠道选
购保健食品。购买时要认清保健食品
的标志和产品的批准文号（“国食健
字”）。每个保健食品的批准文号只能
对应一个产品，如果消费者在市场上发
现一个批准文号对应多个产品的情况，
务必谨慎，可以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网站查询产品的真实情况。

●警示二：不要贪图小利、相信口
头承诺

老年消费者购买保健食品，应根据

自身的健康状况有针对性地进行选择，
要理性对待商家的促销活动，不要轻信
来历不明的讲座或产品推销，不贪图小
便宜领取礼品、轻信免费旅游等宣传。
对于上门推销的，老年消费者更不可草
率相信其口头承诺。

●警示三：从正规渠道购买保健品

不要轻信广告，购买保健品最好到
信誉好、证照齐全、有固定经营场所的
正规商店购买。购买时，应仔细查看外
包装上厂名、厂址、联系电话、生产日
期、有效期限等是否标注齐全，确定产
品的保健功能，并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
服用。

●警示四：注意索要、妥善保管购
货发票等相关凭证

消费者一定要注意索要、妥善保
管购货发票等相关凭证，认真核对消
费凭证内容，检查消费凭证上记载的
商品名称、数量、单价、总价与实际是
否相符，所盖公章字样是否与经营者
名称一致。若发现自身权益受到侵
害，应及时到市消协投诉或向有关行
政部门举报。

市消费者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老
年人是个特殊的消费群体，他们防范意
识较弱、维权能力较弱，成为一些不法
商家欺骗的对象。整理相关投诉不难
发现，不法分子多是组团忽悠，都有套
路，市民不难识别。

●专家讲座、名医义诊、患者现身
说法，忽悠老年消费者

用专家讲座、专家访谈、养生现场
会等做幌子，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打消老
年消费者的顾虑。更有甚者找“托儿”
充当患者，变相宣传其销售的保健品，
忽悠老年消费者。

●赠送商品、免费体验、免费抽奖、
免费旅游

一些保健品推销者打着免费的幌
子，对老年消费者施以小恩小惠，也会
杜撰“国家某某协会”“专家委员会”等
高大上的口号。还有一些打着免费旅
游的幌子，将老年消费者集中起来，通

过视频、讲座等进行“洗脑”，向老年消
费者推销价格高昂的保健品。

●嘘寒问暖，获得老年人的信任

个别保健品营销人员会从关怀角
度入手，对老人们嘘寒问暖，关心老人
的疾病，通过亲切的交流获得老年人的
信任后，适时推销保健品。特别是子女
常年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极易中招陷
入“亲情陷阱”。

●流动“作业”，推销成功就撤场

不良商家搞这类推销活动往往是
租用临时场地，有的也会在影院、饭店
或高档宾馆进行。在开始时送现金
劵、返劵或免费送一些实用商品，让老
年消费者感觉到实惠，最后再高价推
销。由于老年消费者早已放松警惕，
加上怕浪费手里的代金券或返券，往
往就会用不菲的价格购买这些产品。
不良商家推销成功后就撤场，进行流
动“作业”。

今、明两天及31日
我市将组织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

应急拉动演练
确保“双节”安全

不要贪图小利 要妥善保管相关凭证

假借媒体“吸粉”忽悠技巧升级

推销全靠演技 其实都是套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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