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5日，带货主播“麦琪啦”在
直播间销售保健品违规宣传一事引发
关注。

近年来，直播间的保健品已成为消
费者权益受损的“重灾区”。不少老人

“一边上网，一边上当”，不仅花费大量
时间和钱财，也面临健康风险。

直播间售卖保健品有哪些套路？虚
假宣传为何屡禁不绝？记者展开调查。

沉迷直播间
买一次就踩一次坑

两年前“入坑”后，陈女士的姥姥每
天都会准时看直播。花在直播间里的
钱已有上万元，但保健品仍源源不断地
出现在家里。

“这款益生菌吃了可以杀肠子里的
菌”，直播间内，声称是“某三甲医院院
长”的主播侃侃而谈，“有奇效”的益生
菌卖出698元两盒的价格。

近年来，老年人沉迷“养生”直播
间、购买各类保健品的情况并不鲜见，
然而，不少保健品都是假冒伪劣产品。

“每买一次就踩一次坑。”陈女士介
绍，姥姥多次下单的一款益生菌，包装
与某知名保健食品几乎一样，但实际是
假冒的“李鬼”；查询另一款止咳保健品
的配方表，也发现其实不过是糖果。

在反复下单、花费不菲的同时，一
些所谓的保健品不仅没有功效，反而还
会带来健康风险。

广东某三甲医院住院医师黄小婷
（化名）介绍，“抗癌”“降血压”“降血糖”
是保健品“洗脑”中老年用户的“三大法
宝”；有患者听信直播间推销购买保健
品后，擅自停了降压药，“这是非常危险
的行为，严重的话会带来脑梗风险”。

制造焦虑打“温情牌”
环环相扣进行“洗脑”

为规避审核和监管，一些企业开始
转向更“隐秘的角落”。

记者了解到，一些知名平台会对进
行直播的商家、商品进行资质审核，确
保合法合规。不少无良商家由此选择

“转战”私域直播，在“小圈子内”对中老
年人进行“洗脑”式宣传。

所谓私域直播，一般是通过建立微
信群或私聊发送直播链接，邀请特定人
群观看。“针对老年人的私域直播是暴
利行业，只要给直播服务商钱就能开
播，审核相对宽松。”从事直播行业多年
的冯萧（化名）说。

规避违禁词是另一种手法。直播
过程中，一些直播间也针对平台监测总
结出相应“对策”。

冯萧表示，针对能触发平台审核的
关键词，直播间也在不断更新违禁词，
甚至总结出一套词库，在口播时进行替
换或拆分。

为吸引“客户”、提升黏性，不少保
健品直播会“环环相扣”设陷阱。

第一步是“拉人头”，通过线下引
流方式拉人进群；第二步是“给价值”，
通过送奖品、发红包等方式“利诱”；第
三步是“破防线”，通过制造焦虑、打

“温情牌”，让老人心甘情愿在直播间
下单。

一名老人家属告诉记者，老人在线
下买海产品时被拉进群，各种“福利”活
动让老人患上“网瘾”，感觉有奔头、有
获益。“每天看完健康讲堂直播可以领5
毛8的红包，群里还有答题活动，答对
的前三名可以获得牙膏等奖品。”老人
家属表示，讲堂和答题内容都与售卖产

品相关，环环相扣进行“洗脑”。

治理直播乱象
向虚假内容说不

“到底怎样才能有效打击？”“有什
么办法能劝劝老人？”社交媒体上，不少
消费者发出感慨。

事实上，针对保健食品等“三品一
械”的广告审查，《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营
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互联网广告
管理办法》等法规制度已有相关规定。

然而，直播活动中很难区分“商业
宣传”与“广告”。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
务法治研究会会长吕来明表示，“三品
一械”直播内容是否构成广告，目前在
法律上的适用标准并不明确。由于直
播内容是动态、实时、海量的，平台也难
以事前审查，只能通过技术手段监测或
抽测。

在吕来明看来，应对“三品一械”直
播内容进行更严格的监管。是否将其
视为广告，应以其带来的社会影响为判
断依据，特别是头部主播发布内容，应
按照广告标准，提高审核准入门槛，将
保障公众健康安全放在优先位置上。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宋
立志认为，市场监管部门要从非法生
产、销售等环节入手，加大对违规生产
企业、直播间运营者及主播的处罚力
度。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李文凤建议，通过与平台开展技术协
作，提升智慧化监管水平，构建多层次
执法体系。

有专家指出，沉迷直播间问题背
后，也凸显出老人的情感需求。子女
和社会应一起为老人在网络世界筑起
防线。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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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就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过境”美国答记者问

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同步播报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1日就中国台湾地区领导
人赖清德“过境”美国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据报道，中国台湾地
区领导人赖清德已启程窜访太平洋

“邦交国”，日前已抵达美国夏威夷
“过境”。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发言人说，中方坚决反对任何
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坚决反对台湾
当局领导人以任何名义、任何理由窜
美，坚决反对美方以任何形式纵容支
持“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行径。
中方对美方安排赖清德“过境”予以

严厉谴责，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发言人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

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
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敦促美
方认清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的“台
独”本性，认清“台独”分裂行径对台
海和平稳定的严重危害，恪守一个
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兑
现美国领导人不支持“台独”等承
诺，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停止向“台
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中方
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采取坚决有
力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针对赖清德借
窜访太平洋岛国之机“过境”夏威夷，国务院
台办发言人陈斌华1日应询指出，外交部已
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我们坚决反对
美台官方往来，坚决反对台湾地区领导人以
任何名义、任何理由“过境”美国，这一立场
是一贯的、明确的。

陈斌华表示，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顽
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持续谋“独”挑衅，

不断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严重威胁台海和平
稳定，严重损害台湾同胞安全福祉。无论赖
清德当局采取什么伎俩进行谋“独”操弄，都
动摇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
本格局，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
势。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
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认清赖清德和民进党
当局的“台独”本性和危害，慎之又慎处理台
湾问题。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1日就美国批准向中国台
湾地区出售3.85亿美元武器答记
者问。

有记者问：11月30日，美国国
防部发布消息称，美国务院已批准
总额3.85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中方
对此有何评论？

发言人表示，美国向中国台湾
地区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
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

“八·一七”公报规定，严重侵犯中

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违反国际
法，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
误信号，破坏中美关系，危害台海
和平稳定，同美方领导人“不支持
台独”表态背道而驰。中方强烈不
满、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
交涉。

发言人说，中方敦促美方立即
停止武装台湾，停止纵容支持“台
独”势力“以武谋独”。中方将采取
有力措施坚决反制，坚定捍卫国家
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国务院台办发
言人陈斌华1日应询指出，美国向中国台湾
地区出售武器，是对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
是“八一七”公报规定的严重违背，我们对此
表示坚决反对。美方应以实际行动履行不
支持“台独”的严肃政治承诺，停止武装台
湾，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

有记者问：11月30日，美方宣布总额
3.85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民进党当局

第一时间表示感谢。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陈斌华作上述回应。

陈斌华表示，正告赖清德当局，买武器
买不来安全，“保护费”保不了“台独”，“倚美
谋独”注定失败，妄图“以武谋独”只会让台
湾兵凶战危，最终自取灭亡。台湾问题是中
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任何人、任何势力都
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美国务院批准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3.85亿美元武器

外交部：中方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反制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记者从国家
医保局了解到，12月1日，全国医保正式
上线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
冠心病、病毒性肝炎、强直性脊柱炎等5
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
算服务。

这是继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
诊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
排异治疗5种门诊慢特病费用跨省直接
结算县域可及之后的又一医保福利。截
至目前，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作为就医
地均能提供10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
用跨省医保直接结算服务。

今年9月，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发
布《关于稳妥有序扩大跨省直接结算门诊
慢特病病种范围的通知》，明确新增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等5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
疗费用纳入跨省直接结算范围，并于
2024年12月底前，由国家组织所有统筹
地区统一上线门诊慢特病扩围病种的跨
省直接结算服务。

据介绍，参保人按照参保地规定完成
医保门诊慢特病待遇认定后，可登录国家
医保服务平台APP，在“异地备案”服务
专区，点击“查询服务”下的“异地就医更
多查询”-“门慢特告知书”，了解参保地
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政策、结算流程等内容。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记者12月
1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一证通查”
查询名下互联网账号服务新增接入今日
头条、携程旅行、拼多多、饿了么、爱奇艺、
小红书、大众点评、贝壳找房、链家等9款
互联网APP，用户本人名下手机号码关联
互联网账号的可查范围扩增至25款。

国台办：坚决反对台湾地区领导人以任何名义任何理由“过境”美国

国台办：赖清德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只会让台湾兵凶战危、自取灭亡

同步播报

新增5种门诊慢特病
实现跨省直接结算

“一证通查”可查互联网应用
增至25款

直播间保健品乱象调查

不少老人“一边上网，一边上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