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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形变美？“医美”背后门道深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刘红娇 魏利军 采写 本版策划 咸凯慧

营销手段花样多，理性消费是关键

“你有某APP吗？拜托帮我点一下。”“在吗，给
我砍一刀呗。”最近，乔玲的手机上又被这些好友信
息给刷屏了。因为个人喜好原因，乔玲的手机上
APP不多，面对好友的“求帮忙”，不好拒绝的她只能
一个个地下载软件，帮忙点完链接再又一个个地删
掉，甚至她有一次在两个小时内把某款软件反复安
装了 4次。每逢节假日一些平台大搞营销活动时，
这一类的事情总会发生在乔玲身上，让她感到非常
烦躁，甚至对某些APP产生了逆反心理，越是这么
营销就越是坚决不用。

其实，也不怪乔玲总是碰到这类好友请求，实在
是这些平台和商家的营销手段太吸引人了。“点红包
领现金”“砍一刀免费拿”“各类产品免费申请”“邀好
友送礼品”这些充满诱惑力的营销广告，让多少人的
微信群和朋友圈里出现了“拜托帮我点一下”的请
求。从过节红包到周年庆典活动，从点一点链接抽
奖金到邀请好友发红包，“点红包领现金”的模式花
样百出却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不断地“拉人头”。

今年年初，网络上有人分享了自己“领现金红
包”的经历，引得网友们纷纷“激情点赞”。据该网友
介绍，他领到初始 499元的红包，平台提示满 500元
提现，于是邀一圈好友帮着砍现金，积累到只差一分
钱就可以提现时，又变成了要积满10枚金币。他又
邀请好友们帮着点击领取金币，从1枚金币到0.1枚

金币，再到0.01枚金币……在他马上达到要求时，又
变成了集齐“提现卡”三个字，当他集了五六十个

“提”“现”，终于集到一个“卡”字的碎片。然后他又
从集碎片到集成能源换碎片……突然提示说来了一
群老鼠，他的现金被老鼠偷走了！就这样，这位网友
前前后后忙活好半天，邀请帮忙点击的朋友上百人，
可仍然没能得到现金红包。

曾有上海某律师将一电商平台告上法庭，认为
其平台的砍价免费拿活动存在虚假宣传。“砍价”就
是让消费者不停地邀请好友进行砍价，不停地给平
台打广告，只有邀请到足够多的好友才能领取自己
想要的奖励。这种砍价免费拿礼品、领现金的活动
在初期确实是有很多人成功领取到了，但现在想要
真正的免费拿也越来越难。哪怕最后只差一分钱就
可“免费领”，依然还要再用“锤子砸”“抽转盘”“拼碎
片”“兑换金币”等方式，到最后总是差那么一点，以
达到邀请更多用户进行互动的目的。

如今，已有很多同类型的平台看中这一营销方
式而纷纷效仿，诸如“现金红包”“0元砍价”“砍一
刀”等等，这些营销活动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参与，为
平台引流大量的消费者，但也因活动宣传过于夸大，
与消费者心理预期落差大，以及推广时造成一定的

“扰民”，引起了部分消费者的不满。可见“套路”再
好用，用得多了只会让人生厌。

点红包送现金，是广告还是诈骗
追求美是人的天性。家住隆基花园的高小燕两

口子做生意，小日子过得还算幸福，但她总是对自己
微胖的体型感到不满意，尤其是到了夏天，为了穿上
裙子也能看起来美美地，她就想要减肥。最近在网
上看到了有人在小腿取神精瘦腿的内容，据说“不打
针、不吃药，时间短、见效快”，一时间非常心动。高
小燕已经开始研究周边哪里能做这种“医美”项目
了，最后却被老公给拦了下来。用他的话说：“我不
是心疼花钱，就是觉得人好好的不要随便在身上动
刀，健康才是最好的。”

“小腿神经阻断术可以自然瘦小腿”“垫高额
头、做精灵耳，就可以让人看起来更年轻。”……这
是最近突然爆火的两个“医美”项目，“垫额头、精
灵耳”其实就是使用硅胶垫额头，以及打玻尿酸把
颅耳角给垫起来。宣传理由是“丰满的额头会让
人看起来比较精神，‘精灵耳’让耳朵外扩，可以显
脸小。”“精灵耳”吸引了很多感兴趣的女生围观，
但也有网友说：“这不就是‘招风耳’吗？哪儿好看
了？”

从“拉皮”“抽油脂”到“断骨增高”“去神经瘦
小腿”，很多“医美”项目都是对健康有不利影响
的。若说“精灵耳”这样的医美项目后悔了，取出
硅胶后不会有太大伤害，那么像高小燕看中的“神
经阻断术”则要危险得多。在一些社交平台上，这

个早在 2010年就出现的“小腿神经阻断术”有着很
高的人气和推荐度，不少博主亲身体验，上万人点
赞“种草”。据了解，“神经阻断术”是选择性地切
断支配腓肠肌内侧头（也有切断部分比目鱼肌）运
动神经支，从而使小腿部分肌肉萎缩，让小腿变
细。他们的说法是“小腿神经阻断术”创伤较小，
手术时间短，术后立即可以行走，不需要住院，不
影响工作和生活。但真的像宣传的那样不影响健
康并且十分有效吗？我们都知道，“取神经”对身
体造成的影响是不可逆的。同时，取神经后确实
会使部分肌肉萎缩，但为补偿失去的功能，其他肌
肉会变得更肥厚。活跃在网上的健康科普“大V”
们也都纷纷发声科普：因“小腿神经阻断术”的不
可逆性，正规整形外科医生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淘
汰了此项目。有网友再度搜索“小腿肌肉阻断术”
发现，此前的社交平台已对此进行了标注：如有需
求请前往正规医院就诊。显然，这些平台里的“亲
身体验”不过是商家的营销套路，种种宣传手段也
不过为了利益在贩卖外貌焦虑。更有网友激动地
留言称：“‘取神经瘦小腿’‘取肋骨瘦腰’……这些
宣传以破坏身体健康为代价的‘美’，就是披着新
时代‘医美皮’的‘裹小脚’。美可以千姿百态，美
更应是心灵的健康，而不是畸形的追求单一指标
的‘标准美’。”

5月初，一段“聚众倒奶”的视频引发无数讨论，
网友纷纷感叹上次见到这种情况还是在历史课本
里。这一行为也引来各大“官V”的批评和指责。原
来，视频中的“倒奶”行为，是某“选秀节目”的粉丝们
在为节目中竞争的偶像投票。

根据节目环节，粉丝们为了投票大规模地购买
节目赞助商的一款乳制饮品，而由于选票码就被印
在该饮品的瓶盖上，粉丝刷票之后喝不了，该饮品不
是纯奶无法再加工，开盖后的饮品又不好捐赠，最后
只能一桶桶地被倒入排水沟。

为了一场选秀造成的浪费，不仅网友们纷纷指
责粉丝行为的不理智，也对选秀的项目组和商家为
借选秀投票赚钱，引导粉丝群体大量购买产品的营
销手段嗤之以鼻。但这种行为造成了食物浪费，也
造成粉丝盲目消费的不良风气，自然也就引来了诸
多官方机构和多家媒体的一致批评，事后，该项目
组+被处罚并责令整改。

家住福镇的谢楠的女儿正在上中学，她和其他
同龄的小女生一样有自己喜欢的明星，有时候还会
省下零花钱买“明星周边”。当谢楠从网上看到“倒
奶视频”时，第一反应怕女儿有一天也会“追星”追得
丧失理智。尤其这些“追星”粉丝多是青少年，本就
容易头脑一热，互相攀比，被人一忽悠就为省钱饿几
天不吃饭，也不是啥奇怪的事。

谢楠因为女儿追星也观察过粉丝群体，发现她
能给偶像花钱的地方太多了，买作品、买代言、买杂
志……这些还都是相对正常的消费，甚至有粉丝集
资给偶像买礼品、买选票、买数据，更有的为了看偶
像的表演，在黄牛那买价格翻了几十上百倍的门票，
不仅钱花得冤，也很容易遇到骗子。像“倒奶事件”
就是某些“土豪粉丝”们购买了成箱饮品，将之叠成
一道道“奶墙”展示出来，再雇人一瓶瓶打开刷票，以
此来比拼人气和实力。这也体现了某些资本“一切
向钱看”的本质，他们不仅无视社会责任，更误导、侵
蚀青少年的追求和三观，以错误的营销手段营造不
良社会风气。

作为一名母亲，谢楠明白追求偶像是人的天
性，孩子们在青春期对外貌出众、才艺出众的人更
容易产生崇拜和模仿的情绪，这是人为阻隔不了，
也压抑不住的。她只能尽量与女儿平静沟通，告
诉她“追星”可以，但要有自己的思考和底线，遇到
涉及偶像的不良言论时也要保持理智。现在她还
只是学生，喜欢偶像的方式应该是让自己变得更
优秀，而不是给偶像花了多少钱。好在谢楠的女
儿也非常认同母亲的说法。她说：“偶像的存在是
为了让我学习他们的努力奋进，成为更好的自
己。我自己都还靠家里养，不会拿着父母钱追星
的。”

卖奶变倒奶，怎可助长浪费之风

今年5月，一对82岁的北京退休老人发文求助，
称他们签约的养老机构实际与承诺的大相径庭，想
解约时才发现需要支付35%的违约金。两位老人因
身体原因，缴费后一直没有入住该养老机构，但
2018年 7月缴纳的 12万全款至今没能要回。该养
老院在第三方网站上的介绍显示，具备医保定点资
格，但据老人描述，院内硬件齐全但没有医务人员，
客服也承认目前暂不具备医保定点资格。

老人的情况并非个例。就在今年 1月 19日下
午，湖南益阳的一位 62岁老人从资江大桥一跃而
下，而此时，他的老伴正躺在医院重症监护室里等
着他过来续费。据媒体报道，老人做杂工维生，攒
了 17万在当地一家名为“纳诺老年公寓”的养老机
构预订床位。显然对老人来说，这 17万攒得不容
易，但他花出这笔钱是为了自己将来可以有个安身
之处，不给政府和儿女添麻烦。但老年公寓的人被
抓了，原因是无法安排有需求的老人入住又退不回
钱，被依法立案逮捕。眼看着老年公寓关了，钱也
要不回来，可这是老人们多年的积蓄，是将来养老

活命的“棺材本”。去年 8月，一位 71岁的老人在接
了个电话后去卫生间洗澡，5分钟后就离开了这个
世界。她的丈夫和孩子整理遗物时才发现，交给她
保管的钱早变成了一堆与养老机构签订的合同票
据，存折上只剩 17.77元。而她接的那个电话，是告
诉她养老中心的预订金无法兑付，而她之前在另一
家养老机构存的钱也早要不回来了。这些钱都是
老两口做环卫工、捡垃圾卖，一分分攒下来的。

我们见多了目标直指老年人的各种营销套路，
保健品、营养品、养生课、理财项目，甚至很多套路就
是打着擦边球的诈骗手段。而随着国家步入老龄化
社会，养老压力激增，民营养老机构大量进入市场，
而某些机构为了赚钱让本该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服
务机构变成了圈钱的利器。利用老年人的“防老”心
态，以“贴心热情”的服务、便捷的“操作”，疯狂收割
老人的钱袋。而更令人痛心的是，就算最后这些机
构被处理了，老人们的钱基本也都追不回来。而这
样的“谋财”与害命有何区别。

预存式养老，是理财还是在“割韭菜”
林浩的妈妈刚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给 4岁的

浩浩购买了一个为期 21天的线上课程。这是孩子
姥姥在“刷抖音”时反复看到的广告，看到宣传效果
的老人心动了，非让女儿给大孙子报个名。林浩妈
妈很无奈，但看到课程不贵，也就给报了。同时，她
还给孩子报了语文、英语、思维三种网课。她说此类
课程是线上幼儿教育里最常见的三种课程，而这些
课都是预存学费，一次预存一到两年，每学科的学费
基本是一年2、3千元人民币。她也表示这些线上课
程难分好坏，基本都靠互相推荐，让孩子学学看才能
知道有没有效果，如果学习效果不佳，那不仅钱白花
了，孩子的学习时间也被影响了。

今年年初，一家有着不错口碑的大型网培机构
被“爆雷”，等着追回预存学费的家长和被拖欠工
资的教师们聚集到公司总部大楼下，面对的却是
紧锁的大门和永远打不通的电话。根据以往的经
验，我们已经可以预见到他的这笔钱几乎是无法
追回了。这并不是第一个出事的网培机构，从幼

儿脑力开发到诸多兴趣特长培养，再到中小学生
辅助教育和成人的提升培训，发达的网络让线上
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但也难辨良莠。被“爆雷”
的不只是这一家网培机构，早在 2016年，我国就有
多地接连发生社会教育培训机构涉嫌欺诈案。在
北京、河北、苏州、上海等地，万余家长受“存学费，
送超长免费课时，返本金”“存学费，享低折优惠，
可随时退款”等广告诱惑，遭遇数亿元教育投资可
能血本无归的悲剧。虽然教育部立刻印发通知，
要求各地整治教育领域特别是社会教育机构非法
集资乱象，各地学校也反复向家长们宣传不要轻
易给孩子报线上辅导课，但有需求就有市场、有市
场就有风险。去年 7月，在西安、北京等地，又有多
家课外辅导培训学校被“爆雷”，拖欠员工工资、预
存多年的学费要不回来……显然，线上教育的

“雷”，家长们仍然还在“趟”，为了孩子的成长，即
使不知道下个“炸点”在哪儿，家长们仍只能埋头
往前走下去。

赢在起跑线，谁来保证课辅的质量

营销怎可只是“向钱看”
营销不仅是商家经营的手段，也是品牌和企业

扩大影响力的有效途径。现如今，在网络时代搭建
的广阔平台上，消息的传播更迅捷，想要在众多声音
汇聚成的舆论环境里占有一席之地，营销能力必不
可少。

营销是门学问，做得好，不仅扩大影响力，所能
获得的收益更是直观。商家们把一个玩笑似的“光
棍节”，营销成了全民“剁手狂欢”的“购物节”，光再
看看每年“双十一”成交额和交易增长速度，就能看
出营销在经营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此，在网络
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为了利益疯狂营销，不停地
加大投入，以求获得更多利润的情况：有新电影上
映，影片上座率定然与“宣传经费”成正比；网络平
台竞争，几十亿红包的砸钱大战也早已不再新鲜；
每年“双十一”，各个直播间更是提前一个多月就开
始预热……

商品怎能一卖了之？营销是为了获利，但一
味地追求利益，而选择无底线的营销手段，受损失
的绝不仅仅是消费者。为了多卖产品，品牌商和

综艺节目合作，让粉丝买奶投票，结果却是粉丝为
了多投票，把大批喝不完的奶倒掉，不仅造成食品
大量浪费，也使节目被叫停，商家被罚款。借贷平
台为了推广，拍摄“人穷就会被看不起，借钱就能
翻身打脸”的广告，不仅得到理智消费者们的抵
制，更因其内容传播错误价值观念，尤其是对青少
年成长产生不良影响，引来相关部门的审查和处
罚。

营销只是获利的手段，实力才是发展的根本。
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没有实力和竞争力的产品及品
牌，把心思用在想通过营销获得利润，难免会在法律
和道德的边缘疯狂试探。但这种无底线的营销手
段，即使一时获利，早晚也会有反噬的一天。不管营
销方式怎样多，但底线绝对不能丢。随着社会的不
断发展，相关审核机制必然越来越健全，民众的理性
消费观念也会逐渐提升。营销作为宣传的一种手
段，对舆论环境同样有着难以推卸的责任，如果一门
心思“向钱看”，无视法律和道德的底线，不断传输不
良价值取向，必然会被市场和民众所厌弃。

·评论·

“点红包即可领现金”“免费体验美容套
餐”“你来，我们培养你的孩子；你不来，我们
培养你孩子的竞争对手”……在竞争激烈的
商场，商家的营销花样百出，不仅看得消费者
眼花缭乱，宣传套路更是一层扣一层，偏偏又
极具诱惑力，让人一不小心就头脑发热。可
往往冲动消费过后，留下的是一堆没啥大用
的东西。

面对这些极具诱惑力的营销套路，不想因
一时冲动乱花冤枉钱，就要坚持理性消费的观
念。非必需又看起来很好用，或是价格很划算
的产品，不如先放购物车里，冷静几天，多看看
此类产品的消费回馈满意度如何，以便挺过消
费冲动期。更重要的是大家要清醒地认识到，
营销手段是产品宣传的必要手段，但产品的好
坏最终还得看实效。今天，我们列举一些平日
常见的营销模式，给广大消费者提个醒：理性
消费方能远离营销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