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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见习记者 张守坤

□ 本报记者   赵 丽

  “山药牛髓粉蛋白固体饮料”“纳豆激酶红曲”“珍

硒虫草浸提粉”……在安徽宿州83岁的高大爷家中，堆

满了各种品牌和种类的保健品。高大爷的女儿高女士

告诉《法治日报》记者：“这还只是一小部分，有些已经

吃完了，老两口辛辛苦苦一辈子攒了30万元，现在全买

保健品了，这些年来每月的退休金也一分不剩。”

  “印象最深的是老爷子买过的‘保健醋’，300元一

瓶，一箱12瓶，他一下买了5箱，4年了还没吃完。我拿来

尝了下，味道跟平时家里吃的醋没什么区别。”高女士

说，家里人不是没劝过，还骂过上门的销售人员，但父

亲根本不听，还气得不轻，实在没办法，只能由他去了。

  类似的经历，不少家庭都遭遇过。近年来，随着我

国老年人数量不断增加以及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越

来越多的老年人注重养生和保健，保健品市场欣欣向

荣。与此同时，上门推销、组织活动，虚假宣传夸大保健

品功效，诱导和欺骗老年人购买保健品的情况屡屡发

生，轻则导致老年人钱财受损，重则危害老年人生命健

康，也严重影响了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家庭和谐。

  保健品“坑老”为何屡屡得逞，屡禁不止？如何有效

整治这一问题？对此，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骗局瞄准老年人

深信不疑频中招

  在高女士看来，这些“骗子”的手段并不高明，就是

在街上给路过的老人发传单，嘘寒问暖，让他们去听讲

座，逢年过节送些米、面、油，卖的也都是“一眼假”的东

西，“可老人就是深信不疑”。

  高女士告诉记者，疫情防控期间，推销人员还建了

社交群，群里经常举办健康讲座，讲授所谓的养生秘方

和健康常识，实际上都是为了兜售各种保健品。

  记者尝试加入这些社交群，但对方十分警惕，迟迟

没有通过。后来得知，只有由购买过保健品的老年人推

荐，才能审核通过进群。

  “我本来也想进群打探下，但根本加不进去，我父

亲现在也不让我看群里的消息，听讲座时也回避我们

子女。”高女士说，父亲几乎被“洗脑”，有时候遇到纠结

是否购买保健品的其他老年人，他还会“以身说法”，甚

至被销售人员当做成功案例向其他人进行宣传。

  高女士决定与推销人员当面对质，“拆穿”他们。有

一回，她堵住上门推销人员，“我就骂他们没良心，要是

你自己的父母你会这么坑他们吗，再来我就报警”。结

果高大爷立马急了，当即反驳女儿：“我没花你一分钱，

买保健品是为了身体好，你有什么资格管我？”

  “我父亲近七八年来没怎么生过病，因为他生活习

惯比较好，每天坚持锻炼，定期去医院检查。可我父亲

却把这归功于吃了那些保健品，坚持认为‘我要不吃保

健品早就住院了’。”高女士无奈地说，家人对此真的一

点办法都没有了。

  记者通过一线采访、梳理公开报道发现，不法分子

通过免费理疗、赠送礼品、健康讲座、“专家”坐诊、返还

红利、免费体检、免费旅游等五花八门的方式，与老人拉

近关系、向老人推销保健品，这些保健品不仅价格高昂，

还存在非法添加激素等质量问题，实属“坑老”行为。

  “除了健康讲座，电话推销保健品也是常见的一种

‘坑老’骗术，骗子用一套‘话术’、多部电话，不停用虚

拟号码向全国各地拨打推销电话。在他们的口中，这些

保健品无所不能，不少老年人上当受骗。”宿州市公安

局埇桥分局桃沟派出所民警杨俊楠说。

  他举例道，其辖区的曹大爷有一天接到推销电话，

对方自称保健专家，称推荐的保健品能够治疗曹大爷

的相关病症，一个疗程见效。曹大爷买后没见效，打电

话质问时又被忽悠买了一个疗程，仍未见效，对方又推荐其他保健

品，被拒绝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遇到问题不举报

不配合调查取证

  为何保健品“坑老”行为屡屡发生？一些推销人员与老人只见过

几面，有的甚至素未谋面，却让老人深信不疑？

  在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任超看来，老年人容易陷入保健

品骗局，主要有两方面原因：许多老年人由于缺乏子女陪伴，内心孤

独，难以经受住推销人员打感情牌；老年人往往难以辨别

推销人员的“钓鱼”手段，保健品骗局通常是以办健康讲

座、送礼品的方式进行，逐渐让老年人放下心理防备、建

立起信任感，再加上使用时下流行的专业术语故弄玄虚，

让老年人难以辨别真伪，进而购买产品。

  “由于缺乏针对性的科普文章，或宣传力度、影响力

不足，加上老年人缺少相关专业的基础认知，很容易被

保健品厂商的夸张宣传或免费体验所吸引，一些障眼法

在他们身上频频奏效。”任超说。

  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我国老年人消

费权益保护研究》显示，近些年，保健品骗子屡打不绝，

与市场监管和社会监督不严有关。监管部门针对保健食

品的日常监管，主要是现场查看索证索票、抽检、受理群

众举报等方式，监管手段比较单一，监督力度不够。同

时，我国保健食品的行业协会发展还不太成熟，难以推

动建立行业自律。

  中国法学会消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介绍说，从

有关部门受理的投诉举报来看，老年人遇到问题一般不

会主动举报，大多由其子女或家属发现后才投诉。有的

老年人不愿意配合有关部门调查，导致查处难度大，也

纵容了不法商家。此外，一些不法商家采取错开工作时

间、不断更换地点等方式，专门针对老年人开展违法违

规经营活动，这也加大了对保健品“坑老”的治理难度。

  在上海中联（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郭小明看来，保

健品“坑老”行为发生后，想要维权十分困难。一方面，一

些老年人法律意识淡薄，有的受骗后还帮骗子说好话，

在调查取证过程中表现得不配合；另一方面，不法分子

警惕性强，不断变化营销模式且避免留下相关证据。

  据公开报道，还发生过这样的案例：在维权过程中，

执法人员组织调解，好不容易促成退货还款，但推销人

员却大打感情牌，通过向老年人送“关怀”，“痛陈经营困

难”等手段，让老年人背着家属向执法人员提出改变执

行或放弃维权的要求。

行刑衔接强打击

多管齐下共治理

  整治保健品“坑老”问题，相关部门正在行动。

  近日，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部署会召

开。会议强调，要针对老年人的涉诈App、非法养老服务

机构、涉老“保健品”、非法集资等乱象开展重点整治，并

强化分级分类处置，确保整治到位；要完善行业监管机

制、行刑衔接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政策，为规范行业发

展、铲除涉养老诈骗土壤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2021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

合对外发布《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生产销售“毒奶

粉”、利用保健品诈骗老年人等犯罪的定罪处罚作出规

定，进一步织密依法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

法网。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保健品

“坑老”案件频发，犯罪性质恶劣，人民群众反映强烈。《解

释》明确规定，实施此类犯罪，符合诈骗罪规定的，依照诈骗

罪定罪处罚。如果销售的食品不合格，同时构成生产、销售

伪劣产品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处罚。

  针对保健品监管难问题，陈音江认为，可通过加强

联合监管，创新监管方式方法，进一步提升监管实效。对

保健品“坑老”现象进行打击需要各级市场监管、公安及

相关部门之间协同配合，因此要进一步建立健全联合监

管机制，构建多部门间的信息化和网络化执法监督系

统，同时综合运用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手段，提升保健

食品安全监管效能，降低监管体系运营成本。

  “根据广告法，若消费者受虚假广告欺骗误导而购买

商品或接受服务造成合法权益受损，广告主应承担民事责

任。若广告经营者、发布者不能提供广告主的真实名称、地

址与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可以要求广告经营者和发布

者先行赔偿。消费者也可以根据食品安全法进行维权。”在

任超看来，老年人及其家属可以借助消费者协会或其他社

会组织的力量进行维权，以避免维权中零散个体力量不对称的局面。

  陈音江建议，社会共治是解决保健品“坑老”问题的重要手段，新

闻媒体应加大对违法违规经营保健品问题的监督曝光力度，在全社

会形成督促和引导保健品经营者诚信守法经营的舆论导向；有关部

门要进一步畅通消费者维权通道，鼓励和方便老年人遇到问题及时

投诉举报，依法维权；司法机关应落实好民法典关于惩罚性赔偿制度

的要求，对于侵害不特定多数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食品药品违法犯罪

行为依法严惩，让他们“痛到不敢再犯”。

漫画/李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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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 春

□ 本报通讯员 陈洪娜

  从登上热门综艺到成为线下社交活

动，密室逃脱、剧本杀悄然兴起成为社交新

宠，密闭的空间、紧张刺激的剧情、花样百

出的陷阱、沉浸式的体验，颇受广大年轻人

的欢迎。与此同时，该产业链中频频曝出的

诸多问题，也越来越受关注。

  如何让令年轻人“上头”的密室逃脱、

剧本杀行业走向正轨？近日，浙江省舟山市

定海区人民检察院召开行业治理会，与相

关职能部门、行业经营人员共同探讨出了

规范行业健康发展的“定海解法”。

男孩体验密室逃脱

惊吓过度睡不着觉

  今年3月，舟山当地媒体报道称，该市一

名11岁男孩到一家真人密室逃脱店体验，结

果被密室内的恐怖场景吓到，留下心理阴影。

  原来，李先生应儿子过生日请求，去年

12月底带其到定海一家真人密室逃脱店体

验。密室分为几个主题，李先生根据介绍资

料选择了一个看起来恐怖程度相对较低的

项目，陪同儿子一起进入密室。

  “闯关时出现了棺材、灵牌等道具，还有

真人扮鬼从棺材里跳出来，再配上恐怖的音

乐，画面惊悚不已！”李先生说，当时他发现儿

子被吓得不轻，便马上终止了游戏并退出密

室。回家后，李先生的孩子出现夜里睡不着

觉、闭眼后“看见鬼”以及做噩梦等不良反应。

  事实上，因玩密室逃脱、剧本杀游戏导

致的“伤人”事件屡见报端。

  据报道，2020年7月，广西南宁王女士12

岁的儿子因玩密室逃脱，被恐怖的游戏情

节惊吓到需住院治疗；2020年8月，湖南长沙

一个9岁男孩在密室躲避“抓捕”时撞伤了

头部。

  “未成年人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心理

承受能力有限，当突发事件或者刺激因素出

现时，会表现出心慌难受等。”舟山市心理健

康教育专家史兵兵说，如果不及时进行心理

疏导，孩子会留下心理阴影，时间久了，可能

出现心理疾病，严重的还会精神失常。

加强密室行业监管

开展集中走访排查

  据报道，李先生曾就孩子受到惊吓一

事多方维权，却因密室逃脱行业没有相关

规范要求而投诉无门。为此，李先生呼吁相

关部门加强密室行业监管，保护未成年人

身心健康。

  “密室逃脱、剧本杀尚处于发展初期，

主管机构尚不明确，确实存在监管‘空白’。

因此，我们在平时的履职中对这个行业也

格外留心和关注。”定海区检察院办案检察

官介绍，早在今年2月，该院在安全生产专

项治理活动中，就发现有的密室逃脱经营

场所存在消防安全隐患，折射出此类新业

态经营监管上存在一些问题。该院随即联

合市场监管、消防等职能部门，针对辖区10

余家密室、剧本杀经营场所开展集中走访

排查。

  “密室逃脱、剧本杀的部分主题场景及

剧本，一定程度地存在迷信、恐怖内容，该

类场所在经营中未对涉及的内容进行适当

分级，也未对未成年人参与进行适当限

制。”办案检察官说，调查还发现，多家密室

逃脱、剧本杀场所内均存在食品经营行为，

却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预包装食品经营

备案。此外，经营场所存在建设及装修工程

未经消防设计备案、审查、验收即投入营

业，经营场所内存在消防通道不通畅、必要

消防设施配备不足、内部违规使用易燃装

修装饰材料等问题，安全隐患较大。

  2月25日，定海区检察院在舟山市检察院

的指导下，召集市场监管、消防等8部门和人

民监督员、行业代表、学生代表等，举行了一

场辖区密室逃脱、剧本杀行业治理听证会，会

上各方充分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建议。经过深

入讨论，人民监督员一致认为，检察机关及行

政监管部门有必要及时对行业中存在的各种

风险和隐患进行规范。

督促依法合规经营

推动产业健康发展

  《2021实体剧本杀消费洞察报告》显示，

预计2021年国内剧本杀市场规模将超过150

亿元，消费者规模或达941万。

  “加强监管势必打击行业发展，会不会

一管就死？”对于这个迅速发展的行业，该

如何管？听证会后，定海区检察院与8家职

能部门就加强行业规范进行了深入沟通，

在理清行业监管职责、日常监管方式、加强

未成年人保护等方面达成共识。

  随后，针对当前密室、剧本杀行业存在

的一些问题，定海区检察院向相关职能部

门发出检察建议，督促依法履职，加强行业

监管，促进产业健康发展：建议相关职能部

门加强监管，要求密室逃脱商家严格进行

年龄管控；将密室逃脱、剧本杀场所食品安

全纳入日常食品安全监管范围；并对辖区

内密室逃脱、剧本杀经营场所存在的消防

安全隐患进行专项排查，对发现的消防安

全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理和督促整改，共

同加强对该行业的日常消防监督检查。

  “经营者应主动对密室逃脱、剧本杀内

容进行筛查，确保不得宣扬淫秽、色情、赌

博、暴力以及与毒品有关的违法犯罪活

动……”4月2日，定海区检察院联合市场监

管、消防等监管部门召开密室逃脱、剧本杀

行业治理会，对全区10余家行业经营户进

行了警示约谈。

  会上，各经营户还签署了行业自律公约，

重点针对密室逃脱、剧本杀主题和内容、经营

范围等作了原则性约定，并就依法合规经营、

积极配合监管、公约执行等作了要求。

  “我们相信密室逃脱、剧本杀是具有发

展潜力的行业，作为第一批吃螃蟹的创业

者，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危机中抓住机会，

努力把这个行业发展为一个展示智慧和

爱、弘扬正能量的文化消费新秀。”一名从

业者如是说。

  “加强监管不是打击式管理，而是为社

会守住安全底线，包容审慎监管也不是放

任不管，用法律监管、市场监督促使经营主

体主动修炼内功，让密室逃脱、剧本杀回归

娱乐生活、传播文化的本质。”定海区检察

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持

续跟进，联合相关职能部门，通过外部监管

和行业自律的方式，合力推动密室逃脱、剧

本杀行业健康发展。

密室逃脱剧本杀经营乱象如何管
舟山定海区检察院“定海解法”推动行业治理

食药安全•法治守护

  ●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注重养生和保健，而诱导和欺骗老

年人购买保健品的情况屡屡发生，轻则导致老年人钱财受损，重则危害

老年人生命健康，也严重影响了家庭和谐

  ● 老年人容易陷入保健品骗局，一方面，许多老年人由于缺乏子

女陪伴，内心孤独，难以经受住推销人员打感情牌；另一方面，老年人往

往难以辨别推销人员的“钓鱼”手段，易上当受骗

  ● 对保健品“坑老”现象进行打击需要各级市场监管、公安及相关

部门之间协同配合，建立健全联合监管机制，综合运用互联网技术和大

数据手段，提升保健食品安全监管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