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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科普真带货假科普真带货        养生直播乱象亟待治理养生直播乱象亟待治理
■中国城市报记者 康克佳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
和短视频的兴起，不少医生开
始在线分享医学和养生知识，
将复杂的医学知识转化为听得
懂、用得上的生活常识，提升民
众的健康素养。然而，一些假
借科普之名，行带货之实的行
为，让医疗健康科普变了味、走
了样。

假专家开启养生课堂

养气血、健脾胃、助生长、
教你一招解决身上老毛病……
越来越多的短视频借着“养生”
的名义蛊惑着老年人点进去一
看究竟，这些短视频的结尾通
常会弹出一个二维码，通过扫
描二维码，只需几元钱甚至不
要钱，就可以加群并连续听多
堂养生课。

然而，入群背后却隐藏无
底洞……

“我母亲是养生爱好者，平
时就喜欢在各种短视频平台看
一些关于养生的科普视频。以
前觉得看看也没啥，直到有一
天让我帮助她报名一个‘康养
训练营’，才发现这短视频扫码
之后有这么多猫腻。”北京市民
曹先生告诉记者，老人在看了
一位自称“中医养生大师”的短
视频后就报名了“中医辩证调
养营”，前后花了上万元学习如
何养生、如何调理身体。

“一期课程是3000多元，
之后还会推荐一些别的附加

课，零零散散下来一算真是不
少钱。老人本来退休金就不
高，还患有需要长期服药的基
础病。这个课程不仅费用高
昂，还得要求老人按照老师的
理论不吃鸡蛋牛奶，不吃碳水
食物……折腾了一圈，老人的
身体并没有变好，反而更差
了。”曹先生说。

曹先生母亲的遭遇并不是
个例。张女士的孩子今年5岁，
由于个子比同龄孩子略低让家
里老人颇为着急。“孩子的奶奶
听着网上的科普课给孩子买了
1个疗程的助生长足浴粉。一
包足浴粉的价格是98元，里面
包含5小包，一个疗程需要75
天，老人最后花了1400多元，我
们也坚持给孩子按照老人要求
的节气、时令进行泡脚，但孩子
的生长曲线并没有大的变化。”
张女士告诉记者，这样的“智商
税”家里老人没有少缴，近几年
养生短视频让老人又上课又买
货，花费了上万元。

“我母亲每天12点半准时
看直播间的养生课，甚至还做
笔记、写作业，后来陆续买了针
对身体各个器官的保健品、维
生素补充剂、鱼油等，到目前为
止已在直播间消费了数万元，
多次劝说也无济于事。”近日，
来自江苏丹阳的李女士告诉记
者，自己因母亲痴迷养生直播
而苦恼不已。

当李女士看到直播间寄来
的天价保健品时，愤怒的心情
难以言表。“这些保健品几乎都
是由小厂家生产，没有生产批

准文号，有的连生产日期都没
有。”李女士告诉记者，类似的
药物在正规的药店买只需要几
元或者几十元，而直播间动辄
打折后500元的价格和所宣传
的功效完全相悖，“这种坑骗老
年人的做法实在让人愤怒。”

养生视频套路多

在业内人士看来，健康科
普的复杂性其实很高。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王迪表示：“健康科普短视频发
布主体丰富，但发布主体的身
份、资质、发布目的等因素直接
影响健康科普短视频的质量，
进而对受众的价值判断和行为
选择提出挑战。”

中国城市报记者在调查中
发现，只要在短视频平台搜索

“养生”“名医”等词汇，相继会
出现一系列的短视频内容，里
面的主播通常以大师、名医和
权威专家自居，然而这些身份
不少是假冒的。此前有媒体爆
出，在某二手平台可以用极低
的价格收购上千份科普文案，
还有专门从事帮助企业寻找医
生代言的中介机构给出的价目
单。这些短视频有的“养生科
普”从“免费课程”到“付费学
习”，有的甚至为带货打起掩
护，还有的甚至为了躲避平台
监管、营造封闭的“洗脑空间”，
通过扫码引流，将筛选过的用
户引入自己研发的APP中，踏
入“付费上课+带货”的陷阱。

为何让年轻人嗤之以鼻的

直播套路，老年人却深信不疑？
在不少受访者看来，由于

老年人对健康养生的需求较年
轻人更迫切，且对信息的甄别
能力比年轻人较低，因此偏听
偏信现象更容易出现。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心
理研究所教授王大华分析，由
于部分老年人本身可能存在一
些难以根治的慢性疾病，他们
或许更愿意去尝试多种不同的
方法，“万一他们就成了那个被
治愈的少数幸运儿呢？”

“偏听偏信、信息焦虑、认
知误区泛滥等，反映了全民健
康素养仍有待提高。”中国医学
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
科副主任医师陈伟说，“公众要
从鱼龙混杂的短视频中找到适
合自己、真正有用的健康信息
并不容易。这就要求有关部门
一定要行动起来，加大打击伪
科普的力度。”

监管力度亟需加强

“我们之前已经在网上对
我母亲所报名的平台进行了举
报，但是至今没有等到具体回
信，交出去的钱款也没有退回
来。”曹先生说。

如今，仅从发布者“身份”
这一角度来审核健康科普短视
频已远远不够。记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不少老年人的家属在
意识到是骗局后在网上进行举
报或者在其他自媒体平台进行
曝光，但举报大多石沉大海。
有的平台会采取封号措施，但

这些团伙会重新建立新的账户
进行新一轮的授课、带货。此
外，线上养生课的付费方式往
往是私人转账，还存在退费难
的问题。

在华北科技学院应急与国
家安全法治战略研究中心副教
授孙禹看来，在“专家”所售的
课程中，确实存在一些众所周
知的养生常识，以及“专家”通
过自习而掌握的基础养生知
识，而非完全蒙骗。因此，在这
种案例中，虽然确实存在一定
的欺诈，但欺诈的程度比较低
——并不是完全没有付出对价
的财物骗取，而是诱导老年人以
高价购买与价值不符的商品，且
这种高价有的又没有明显超过
法律界限。因此，在处理中，很
难将这些行为定义为违法犯罪。

如何能够帮助老年人跳出
“养生”的陷阱，捂好钱袋子？

2023年，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发布的《互联网广告管
理办法》中明确规定，禁止以介
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形式，变相
发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
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广告。

在中央网信办今年开展的
“清朗·网络直播领域虚假和低
俗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中，明确
要求平台应加强网络主播规范
管理，加强对主播资质核验，

“并对无认证资质、假冒专业人
士身份开展直播的账号依法依
规依约从严处置。”

除了各平台加强监管措
施、依法严格管理外，老年人对
正确健康科普的诉求也应该被
重视。

不久前，在国家卫生健康
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
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
司长米锋表示，国家卫生健康
委持续加大优质健康科普供
给，邀请权威专家在“健康中
国”“中国中医”“中国疾控中
心”“中国健康教育”“协和医生
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人卫
健康”“沪小康”等8个公众号分
享科普知识。同时，针对互联网
上一些健康科普乱象，专门在官
网开设了“健康科普辟谣平台”
(已经上线)，重点针对一些明显
违背科学常识、夸大其词、移花
接木的信息，定期辟谣。

■中国城市报记者 康克佳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工业化、城市化、人口老龄
化进程加快，人们生活节奏也越
来越快，容易导致公众心理压力
增加，心理问题也随之增多。

“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关
系人民健康幸福和经济社会发
展，也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和重视。促进心理健

康，有助于促进社会稳定和人
际关系和谐、提升公众的幸福
感。”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
人、宣传司副司长胡强强在12
月 2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
新闻发布会上说。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提升心理
健康的服务水平，保障大众的
心理健康。”国家卫生健康委医
政司副司长邢若齐介绍。

第一，健全心理健康服务
体系。早在2016年，国家卫生
健康委就联合22个部门印发了
《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
导意见》，对发展心理健康服
务、建立健全心理健康服务体
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作出
了系统部署。从2018年起，国
家卫生健康委等10部门联合开
展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试点工作，在试点地区探索建

立多部门齐抓共管、各行业共
同发力、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
会心理服务模式和工作机制。

第二，提升心理健康服务
能力。加强精神专科医院、综合
医院精神心理科建设，持续推进
精神科医师转岗培训，强化医疗
卫生系统心理健康服务能力。

第三，开展专项行动重点推
进。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
印发《健康中国行动》，“心理健

康促进行动”作为15个专项行
动之一，专门对心理健康工作作
出部署，并指导地方持续推进。

第四，加大科普宣教工作
力度。国家卫生健康委组建国
家级健康科普专家库，吸纳心
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领域专家，
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开展科普宣
传，提高公众心理健康素养。每
年世界精神卫生日，开展宣传活
动，进一步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四项措施保障大众心理健康四项措施保障大众心理健康

云南绥江：
智慧体育公园助力全民健身

12月 26日，云南省昭通市绥江县临

湖体育公园，市民在休闲健身。

近年来，云南省昭通市绥江县持续

完善智慧体育公园智能体育设施建设，

开展全年龄段免费健身服务，建设的智

慧健身步道以及由智慧骑行、AR互动大

屏、陪跑墙等多种智慧体验设施构成的

智慧体能空间站，成为群众健身运动新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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