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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称，嫌疑人话术中明确提到

要给中老年人“扣病”和“下危机”

前者是指，当他们谈到自己哪里不舒服时

就说他们缺失某种营养成分

后者是指，要夸大病情

让他们产生恐惧感，进而会多买他们的产品

今年64岁的安徽省淮南市居民韩红英（化名）至今仍不敢相信，她此前不顾家人反
对，坚持服用了半年多的高价保健品，居然只是些廉价的糖果，对她的疾病起不到
任何治疗作用。

近日，淮南警方成功打掉了一个售卖虚假保健品的诈骗犯罪团伙，抓获嫌疑人26名
，冻结涉案资金2亿多元、资产2000多万元，扣押金条38公斤。此前，该团伙几乎
每天以网络直播方式，讲授所谓的
“养生课”，为观众“洗脑”，进而在微信群中兜售他们研发的“保健品”。

他们称，这些产品可以预防和减缓老年人的高血压、高血脂、关节疼痛等症状。很
多人对这些产品深信不疑，争相购买。

淮南市公安局田家庵分局网安大队展示查获的部分虚假保健品。这些所谓的“保健
品”，实为食品加工厂生产的普通糖果，销售对象专门针对50岁以上人员。摄影/
本刊记者 周群峰

7月9日，淮南市公安局田家庵分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副大队长李杰告诉《中国新闻
周刊》，该团伙专门针对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行骗，并为这个群体制定了针对性的
“话术”。代理商在全国开了600余家实体店，遍布20多个省份，加入他们微信群
的中老年人多达26万余人。

这些动辄上百元的所谓保健品，实质上是些普通糖果，出厂价最便宜的每斤仅几元
钱，最高的也不超过20元。警方通过侦查和审讯后发现，主要犯罪嫌疑人可谓“一
假到底”，他们为自己杜撰了“院士”“干细胞疗法负责人”等头衔，并虚构产品
疗效，甚至有的嫌疑人连名字都是假的。

“进群者必须50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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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下旬的一天，退休多年的韩红英随某旅游团去河北秦皇岛旅游。途中
闲聊时，一位同行的老人说，在一个网络直播平台上，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专业“讲
师”讲养生课，“‘讲师’是有医学专业背景的院士，50岁以上的人都可以免费看
直播，而且还可以答题领红包”。

听到这些介绍后，韩红英考虑到自己有关节疼，盆骨骨折过，颈动脉还有斑块等，
就动了心。随后，她被拉入了一个名为“科学法养身班”的微信群。该群有成员20
0多人，群成员称呼群主葛某某为“大掌柜”。葛某某告诉群成员，只有50岁以上
者，才能被拉入群。

进群后，韩红英很快加入了听课大军。直播开始前，群成员在一个叫“微赞”的直
播平台上，输入个人手机号和“大掌柜”发来的“门牌号”后，才可进入直播间。

韩红英按照上述操作，进入后，发现直播时有两位讲师（尹某某、冯某某）轮流讲
课。讲课时间多是在晚上8点左右开始，偶尔也会在上午某个时间段直播，每次时
长约1个小时，几乎每天都会讲一次。

相关介绍称，尹某某、冯某某都是医学专家，尹某某毕业于北京一所知名大学中医
临床专业，是“北京某机构的院士”“干细胞疗法负责人”，有20多年的医药临床
经验，对骨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癌症都有深入的研究。

讲课时的直播画面中显示，“讲师”的后面经常摆放着一些醒目的奖杯、证书等。
考虑到中老年人的视力状况等，“讲师”讲课时，还特意将一些重要的“知识点”
手写到A4纸上，字也写得很大，为了更加醒目，标题还特意用红色加粗。例如尹某
某在一次讲课时，在纸的正上方，写了“心气虚的表现”几个红色大字，然后在下
面写了心悸气慌、烦躁易怒等6个表现形式。

为了让中老年人“巩固知识点”，“讲师”还要求观众听课时，每次都要做好听课
笔记。因为上了年纪，身体不好，又长期没有写字，韩红英写笔记时，手有些发抖
，但她还是坚持做好记录。

“讲师”每次直播时，还会出两道题，让观众回答。韩红英向《中国新闻周刊》提
供的某次直播视频截图显示，其中一道题为：下列哪个成分可以清理肝脏毒素？并
列出了四个选项：A、胶原蛋白；B、P40解毒蛋白；C、乳铁传递蛋白；D、酪蛋
白。

韩红英称，群成员如果回答正确，还可以得到红包鼓励。每个红包一般有几毛钱。
在中老年人了解这些健康常识后，“讲师”就开始展示“含有上述成分的保健品”
，让有相关疾病的中老年人购买。尹某某还表示，他自己的父母、岳父母也在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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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保健品，并且效果不错。

李杰称，犯罪嫌疑人让中老年人在群里答题领红包，有很强的目的性。这些题目基
本都是围绕营养成分，比如问益生菌、维生素对人体有什么好处。中老年人领到红
包后，提高了他们答题积极性，嫌疑人再顺势推出所谓的保健品，诱导他们购买。

多位受访者称，尹某某有时还在直播时，介绍他开的一些中药处方，“他说一般患
者最多用5服就会治愈，因此他在医学界被称为‘尹5服’”，“大家前期掌握了他
们说的知识点，而且觉得他们都是专家，就纷纷购买他们推荐的保健品，也有人会
根据他开的药方去抓药”。

韩红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观看该直播，和购买这类产品的事情，被家人知
道后，都表示反对，劝她不要上当，但她更信任“讲师”的话。再加上去医院看病
很麻烦，一项检查要花不少时间，特别是疫情期间，到医院更不方便，所以她就坚
持买这些保健品。

因为自己颈动脉曾有斑块，韩红英曾花1396元一次性买了40盒雪莲雪肽。她称，
“讲师”为让中老年人感受到最大的实惠，就鼓励大家买“黄金搭档”（指一次性
购买多个不同产品）。

在“讲师”的诱导下，韩红英陆续买了“针蓝果VC片”、复合益生菌冻干粉等十几
款产品。她称，每次确定要购买后，先在微信群中交给“大掌柜”10元钱作为定金
，货到了服务站（指实体店）后，可以自己去取，也可以送货上门，然后再把钱交
给“大掌柜”。

警方透露，在该起案件的被害人中，一位来自陕西的老人总共花了6万余元几乎把
嫌疑人推销的所有产品都买了一遍，其中有的产品还多次购买。

韩红英称，听完课后，如果有问题，可以反映给“大掌柜”，再由其反馈给“讲师
”。有群成员曾质疑，为什么服用了一段时间后，感觉还没缓解症状？“讲师”则
回复称，效果不会立竿见影，需要坚持吃才能看到效果，不要半途而废。

今年5月27日，韩红英看完当天的直播，并做完了当天的笔记。此后，一连几天“
讲师”都没有上线。她不知道的是，5月30日嫌疑人已全部落网。

包括韩红英在内的多位被害人说，听到他们被抓后很惊讶，“现在才恍然大悟，觉
得家人的劝告是正确的”。一位被害人表示，她前几天体检，从体检报告看，她服
用这些保健品后，“什么效果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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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嫌疑人皆成“亿万富翁”

在抓捕前，警方对嫌疑人的前期侦查工作已经做足了准备。办案民警从网络途径先
获取相应线索，有了线索指向后，开始实地摸排走访。

5月中旬，办案民警来到淮南市田家庵区前锋村开展走访，发现一个售卖保健品的
实体店，该门店位于一座老式居民楼的一层，从外观看，非常不起眼。

李杰称，这个实体店连门面和招牌都没有，所以引起了警方注意，并怀疑里面销售
的产品可能存在问题。警方发现，里面销售的所谓“保健品”，包装盒上并没有俗
称“蓝帽子”的保健食品标志。

蓝帽子标志（Blue hat sign）是我国保健食品专用标志，为天蓝色，呈帽形，业界
俗称“蓝帽子”，也叫“小蓝帽”。蓝帽产品是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
保健食品标志。

办案民警徐扬称，经过核查，这些产品都是一些没有任何审批标识的食品，且不具
有任何保健作用或者药用价值。民警进一步侦查发现，这家门店负责人李某为这些
产品在淮南的代理商。他在淮南市共开了4家实体店（田家庵区2家，谢家集区和凤
台县各1家）。

随着侦查深入，民警发现实体店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大公司”，这家公司注册地在
山东某市，公司核心成员为尹某某和张某某。他们在全国发展了200余家代理商。
淮南代理商李某还招聘了8人建了8个微信群，拉当地中老年人进群，这些群主被称
为“大掌柜”。像韩红英这样，加入微信群的中老年人全国多达26万余人。

5月23日，淮南警方在固定了大量证据后，确定这是一个专门诈骗中老年人钱财的
犯罪团伙，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全面展开侦查。此前，发现该案线索和收集证据的淮
南市公安局田家庵分局网安大队向市局做了专题汇报。因该大队具有侦查职能，所
以分局决定由该大队主要负责查办此案。

5月30日，淮南市公安局统一督导协调，田家庵分局负责指挥，网安、刑侦、治安
、经侦等警种联合行动，出动40多名警力对这个公司的淮南代理商和位于山东某市
的诈骗团伙总部开展收网行动。在山东警方的大力配合下，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6名
，其中包括淮南9人（李某和8名“大掌柜”）和山东的尹某某等17人。

办案民警透露，淮南的8个微信群，共有成员上千人，“他们在线上卖产品，线下
又有实体店，这让很多中老年人相信这是一家正规公司。他们认为有店在那儿又跑
不掉，也就相信他们的产品是正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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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发现，该案两名主要嫌疑人尹某某、张某某在近一年的流入资金就超过了3亿
元。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两人各自赚取非法所得超过1亿元。

民警在检查尹某某妻子的手机时，发现其手机银行上的余额有2000多万元，另外还
在其家中发现38公斤金条。尹某某交代，因为有这么多的钱在账上让他感到不安，
所以就买了1500万元的金条存放在家中，作为留给女儿的财富；民警检查嫌疑人张
某某的手机，也发现手机银行上的余额有4000余万元。

安徽淮南市街头的防止养老诈骗宣传横幅。摄影/本刊记者 周群峰

给老年人“扣病”“下危机”

该犯罪团伙被打掉的同时，警方还查获了大量的虚假保健品。《中国新闻周刊》在
淮南市公安局田家庵分局网安大队采访时，办案民警向记者展示了数十个产品。从
外表看，这些虚假保健品包装精致，名字也起得很有迷惑性，如雪莲硒肽片、蓝果
VC片、复合多维鳖合钙、人参四物膏、铁棍山药粉、阿胶固元糕等。

据嫌疑人交待，这些产品是他们联系一些食品加工厂生产的，属于糖果或固体饮料
，出厂价每斤在几元钱到20元不等，并不具有保健功能和药用价值。

查扣这些产品后，警方还聘请了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这些产品进行鉴定，结
果也是其不具有治疗作用。

经过审讯，两名主要犯罪嫌疑人的更多往事和作案细节也进一步明晰。尹某某曾在
北京一家公司做过销售，他曾在北京一家医学类高校上过专科，因此对药理知识有
一定了解。尹某某称，其职业药师的身份是真的，但从没在医院工作过，所谓的某
某院士、干细胞疗法负责人、20多年临床经验都是杜撰的。而张某某原来曾在商超
打工，更是毫无医学背景，对医药一窍不通。

警方透露，尹某某与张某某今年都是40岁左右。他们还都做过保健品销售工作，20
20年两人在山东的一个食品展销会上认识。因看到保健品具有可观的利润，便于20
21年4月，合伙在山东注册了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并发展全国代理商，聘请“讲师
”，开设网络直播间。

该团伙与代理商合作时，并不签合作协议。为了更好地管理中老年人，有些代理商
还招人建微信群并当群主（即“大掌柜”）。这些虚假保健品的销售价格由尹某某
和张某某来定，他们与代理商制定的利润比是五五分成。比如，一个老年人通过代
理商下单，要买1000元的产品，代理商收的这笔钱后，可以直接扣掉500元，将另
外的500元打给总公司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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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某某和张某某还聘请了冯某某做“讲师”，并为冯某某杜撰了某某医师、营养学
专家等身份。事实上，冯某某只是一名技工，也没有医学背景。就这样，尹某某与
冯某某二人向中老年人出镜直播。落网后，冯某某交代，他在直播时用的名字都是
假的，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他获得的分成高达36万元。

犯罪团伙还制定了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的话术，其中尹某某是话术的主要制定人。比
如，如果有人问，这些保健品为什么没有小蓝标，对应的话术便是“这是新资源产
品，不需要小蓝标”。

在警方查获的聊天信息中，有老人询问癌症患者是否可以服用他们的产品、有的患
者服用产品出现不良反应怎么办，该团伙成员就利用事先制作好的话术回复称“都
可以服用”“服用后的排毒反应”等。

警方透露，该团伙在全国招聘的代理商（目前有材料和证据证实的有200多个），
他们年龄从 20多岁到50多岁不等。他们如果回答不了一些客户提的问题时，就会
反馈给总公司，由客服答复，“遇到这种情况，尹某某和张某某就让客服先上百度
搜索，然后将答案通知代理商，再反馈给中老年人，如果百度回答不了，就让客户
及时去医院就诊，并谨遵医嘱”。

该团伙总公司客服人员基本都是20多岁的年轻女性，她们很多都是中专或高中学历
，也缺少医学常识。她们的日常工作就是向全国代理商传达各种话术，同时收集代
理商报上来的订货单，她们统计后发货。

李杰称，他们话术中明确提到要给中老年人“扣病”和“下危机”。前者是指，当
他们在微信群中谈到自己哪里不舒服时，回复他们时，就说他们缺失某种营养成分
，长期缺失就会引发病症；后者是指，要夸大病情，让他们产生恐惧感，进而会多
买他们的产品。

“90％的受害人瞒着家人”

《中国新闻周刊》从办案民警处了解到，落网后，尹某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他表示非常后悔，没想到自己是这个结局，也不想有这个结局。他称，他的行
为给中老年人造成了两方面的损害，“一是钱财的损失，二是病情的延误”。

“如果你的父母遭遇这种诈骗，你会有什么感受？”尹某某的主审民警李杰问道。
尹某某答道，他的父母今年都60多岁了，也有一些疾病，如果他们遭遇了这种骗局
，“我会非常气愤”。

办案民警称，该涉案团伙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他们在找合作的食品类企业时，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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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挑选对比。

《中国新闻周刊》查看这些虚假保健品上的文字看到，为该团伙生产过的企业遍及
山东、河南、安徽等多省份。其中，有一家位于山东某市的企业与该犯罪团伙合作
了20多个产品。

李杰称，警方在对被害人了解情况时发现，90％的被害人没有将自己购买这类所谓
保健品的经历告诉家人。他说，“这类群体很多人已经退休，自己有点积蓄，花钱
时不用向子女伸手。他们被‘洗脑’，进而对这些产品疗效深信不疑后，也怕家人
阻止购买。同时，很多老年人也不和子女住在一块，子女也不太容易发现他们在悄
悄服用这些东西。再加上，这些团伙成员给他们推销时，阿姨长、阿姨短的，让他
们产生亲近感。”

他称，该案涉及被害人众多，目前，围绕被害群体的梳理核查工作正在紧密开展。
因长时间接受该保健品骗局，有些老年人被“洗脑”得非常彻底。甚至，在该团伙
被打掉后，有的老年人还是认为这些产品服用后“有效果”。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该案中的被害人中，有的甚至受过高等教育，有的甚至
在退休前还是正规医院的工作人员。警方表示，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应变能力、
反应速度、思考问题的方式等都会发生变化。不一定学历高、有医学职业背景就不
会上当。有的即便学历高，但在专业性知识方面也可能匮乏，嫌疑人又故意给这些
产品起了些诸如雪钛、胶囊之类的名称，增加了迷惑性。

李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假冒保健品的养老骗局性质恶劣，其危害不仅是让老
年人蒙受财产损失，更会因延迟就医，给他们造成病情加重的危险。希望更多中老
年人，特别是老年人能从这个案件中吸取教训。

目前，该案嫌疑人还处于刑拘阶段，警方即将向检方提请批捕。

发于2022.7.18总第1052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隐藏在糖果里的亿元养老骗局

记者：周群峰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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