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版
2021年11月25日 星期四

责编 张丽菊 E—mail:aqwbzk@126.com夕阳红

“女子当街下跪劝阻老人买保健品”的视
频，是网友“民生无小事”于3月31日最先在
网络上发布的。

视频显示，在河南省平顶山市的街头，一
名年轻女子为了阻止母亲去买保健品，当街下
跪磕头，嘴里一个劲地说着：“求求你了，不买
了，回去中不中？”然而，老太太丝毫没有妥协
的意思，回道：“你跪着我也得买，也不嫌丢
人？”随后，老人干脆甩开了跪坐在马路上的女

儿，头也不回地离去了。跪在地上的女儿撕心
裂肺地喊着：“丢啥人了，没钱的时候你咋过来
的呢？”

上传这条视频的网友向记者介绍，有一家
保健品公司在当地以免费送礼品，如鸡蛋、脸
盆、毛巾等，吸引老人前去听课，当天，连续
听了几次课的老人准备拿钱去买保健品，女儿
认为这是骗局，就想拦住母亲，然而跪地磕头
苦劝无果。

事件：当街下跪没劝回老太太

这条“当街下跪劝母”的视频在网上引发
热议。事实上，不少家庭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四川省德阳市60岁的李小秋，每次回广汉市看
望独居的82岁的父亲，总发现家中新买了不少
保健品。以往，他常常先与父亲大吵一顿，再
将保健品扔掉，“可扔得越多，买得越多，父亲
身体不好，就信这个”。不得已，李小秋编造了

“收入降低、孙儿学习缺钱”的谎言，“没收”
了父亲的存折。结果，父亲宁愿饿肚子，也要
拿生活费去买保健品。实在没法了，李小秋跪
地哀求父亲，“他当面说不买了，过后又继续
买”。迷信保健品的功效，李小秋的父亲身体不

适也不愿就医，去年年中被查出肠癌，“如今已
无力回天了”。

老年人深陷保健品骗局，除了他们容易被
“洗脑营销”、迷信功效外，还有沉迷于免费领
物的快感以及容易被保健品推销人员的“亲情
牌”欺骗等因素。山东省济宁市80岁的潘若铮
自认为还算理智，在老伴去世后，他独居在
家，很是孤独，就跟着别人一起去“听保健品
课”。结果，保健品推销人员叫他“亲爸、干
爸”，一声声叫得他心软。为此，潘若铮买了不
少保健品，儿子也是苦劝无果，气得差点要跟
他断绝父子关系。

现象：“苦情戏”很难起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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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子女表示使出浑身解数也很难起效

老年人“心甘情愿”受骗的背后，往往是
子女关爱与陪伴的缺失。北京律维银龄研究与
服务中心主任卢明生建议，要成功劝阻这些老
人，家人首先要明白老人所想，设身处地去了
解对方关心的内容；其次，劝阻的方式尽量避
免“硬碰硬”，循序渐进地以老人乐于接纳的形
式来改变对方。

江西省南昌市62岁的彭涛，也曾苦劝独居
的母亲不要购买保健品，结果还是失败了。他
换了个思路，决定跟母亲做“同学”，“我退休
了，有时间去了解保健品讲课，看到底是什么

吸引了母亲”。彭涛一方面管住母亲花钱的机
会，另一方面将“听课”发现的谬误与母亲交
流，“日子久了，母亲对保健品的信任度降低。
保健品再亲，也亲不过家人，只要用心，总能
劝个明白”。

河南省郑州是72岁的徐伟曾拿离婚吓唬老
伴，仍制止不住对方不断购买保健品的举动。
后来，徐伟找来儿女表演自己编写的小品，揭
露保健品推销者玩弄的手法，“老伴看了，哈哈
大笑，就此认清了保健品骗局”。

来源：快乐老人报

经验：跟母亲一起“听课”

一些无良自媒体为了爆款，不惜制造了不
少育儿谣言误导大众，让人真假难辨。

宝宝做雾化危害比输液还大？
网络上流传着一些关于“雾化”的说法，让

很多爷爷奶奶惶恐不安。例如：雾化里的成分
都很可怕，雾化对宝宝的伤害比输液还大……

河南省儿童医院临床药师裴保方表示，这
只是谣言。雾化治疗和静脉用药都是给药途
径。如果输液是“全面打击”，雾化吸入就是“定
点打击”，雾化产生的不良反应远低于输液。

很多人谈激素“色变”，在河南省儿童医院
东区医院呼吸科主任汤昱看来，对有需要的病
人而言，适当使用激素就是灵丹妙药，“尤其对
喘息的孩子，先使用扩张气管的药，再使用糖皮
质激素抗炎，激素通过雾化进到气道，比较安
全”。不过自行在家进行雾化暗藏风险。

“婴儿辅食不能加盐”是误导？
一篇《重磅｜婴儿辅食不能加盐？儿科临

床案例告诉你：很可能是误导！》的公众号推文
在朋友圈广泛流传，曲解了育儿指南中钠含量
的摄入标准，再佐以公式化的计算，制造谣言。

天然食物中都含钠，既保证宝宝钠的正常
摄入，又不会导致摄入过量。2016 版《中国居
民膳食指南》强调：“辅食应保持原味，不加盐、
糖以及刺激性调味品，保持淡口味。”世界卫生
组织（WHO）也宣传，婴儿6个月后，家长不应
在辅食中添加盐和糖，1岁后可逐渐尝试淡口
味的家庭膳食。北京大学营养学博士后李永进
指出，食盐对9个月至1岁以下的孩子肾脏影响
很大，极易导致肾结石。还有研究表明，童年时
期钠的过度摄入会增加成年以后患高血压、骨
质疏松、心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的概率。

“月龄细分奶粉”对婴儿更好？
有厂家极力推广“婴儿月龄细分奶粉”，把

0-12个月分成好几段，宣称“按月龄细分的配
方奶粉对婴儿更好”，往往援引一篇发表在《儿
科肠胃病学与营养杂志》的论文，但原文作者只
是说“月龄细分奶粉更好”是他的“推论”。

目前欧盟的婴儿奶粉划分为 0—6 个月和
6—12 个月的两个阶段，美国则是一段奶粉针
对0—12个月，但并没数据表明欧盟的二段比
美国的一段更好。目前，“按月龄细分的配方奶
粉对婴儿更好”这种说法都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夜间开灯会导致婴儿性早熟？
“4岁女童性早熟，床头小夜灯居然是最主

要祸因！”这篇文章在微信朋友圈传播。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副主任医

师、儿童性早熟专家郑宏回应道：“开灯时间长
对内分泌激素会有影响，只要不是每天习惯性
地必须开灯睡觉应该不会导致性早熟。”到目前
还没有人对人工照明与性早熟的联系做过系统
的科学实验研究。国外有关于光照过度是引起
儿童性早熟的文献，但“过度光照”的标准是多
少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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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伪科学让家长提心吊胆

一条“女子当街下跪劝阻老人买保健品”的
视频，在网上引发了热议。生活中，保健品骗局
一次次上演，老年人受骗的例子比比皆是。而
为了防止老人受骗，不少子女上演过“苦情
戏”。这种做法，能起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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