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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场上存在各种各样针对老年人的培训课
程，打着“容易学、包学会、好赚钱”的口号，吸引了一批
想要找工作挣点钱的老人。殊不知，其中一些培训暗
藏重重陷阱，不但主讲老师身份资质存疑、课程质量参
差不齐，且培训机构没有相关资质和证书，导致掉入其
中的老年人损失钱财，且很难追回。（10月31日法治日
报）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兴
趣不断上升，所谓网络培训课正是利用“风水养生课”
的幌子，对老年人实施诈骗。例如，有老人花费2800元
或3999元购买课程后，发现课程内容毫无实用性，且已
交的钱几乎无法追回。

风水学的复杂性和神秘性，为不法分子提供了可
乘之机。由于风水涉及许多抽象和难以量化的概念，
这使得评估一个所谓风水师的“能力”变得非常困
难，这种不透明性恰恰给骗子行骗提供了方便。“网
络培训课”拿“风水养生”说事，眼花缭乱的演技背
后，真实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掏空目标的“钱袋
子”。在这种“风水养生”的骗局中，老年人往往是
骗子的“最佳目标”。

骗子利用老人的迷信心理，打着“风水养生”的
旗号实施诈骗。一些培训机构通过夸大的宣传和虚假
的盈利前景，诱使老年人交纳高额学费。例如，有些课

程声称“学会后可以轻松为他人看风水赚取佣金”，但
实际上课程内容毫无实用性，导致老年人陷入财务困
境。而中老年人等人群因为担心自身和家人的生命安
全，多抱着“宁可信其有”的心理，易成为该类诈骗案件
的主要侵害对象。

骗子利用老年人的心理需求，通过情感操控和成
功案例诱导他们。例如，通过添加微信好友、发送成功
案例等方式，逐步诱导老年人继续交费。由于缺乏法
律知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许多老年人在意识到被骗后，
难以有效维权。

这就需要多管齐下，防止“风水养生课”骗局收割
老人。相关部门应加强网络培训机构监管，加大打击
虚假培训的力度；平台须加强审核，建立严格的入驻标
准和惩罚措施；增设相关法律保护措施，提高老年人的
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作为老人，也应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增强对诈骗
行为的辨别能力。即使面临生活中的烦恼，也要理性
分析，避免轻易相信他人。同时，如果已感受到心理压
力，建议可以与专业心理咨询师交流，适时疏导内心的
负面情绪。同时，社区、志愿者、子女等也要积极发挥
作用，为老年人提供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让其感受到
家庭和社会的关爱，增强其自我保护能力。

王恩奎 来源：扬子晚报

谨防“风水养生课”成围猎老人新工具

近期，公安部网安局官方账号发布提醒，不可轻信
“买家秀”。

电商早已融入我们的生活，面对花样繁多的商品，
哪个质量好，哪个应用强，哪个更漂亮，店铺展示的“买
家秀”成为消费者网购的重要参考。

然而，部分“买家秀”却沦为“骗人秀”。一些商家
伪造用户评价和晒图，将虚假的“买家秀”当做引流工
具，甚至催生灰色产业链。如近日四川警方破获了一
起“网络水军”团伙案。该团伙在2年多时间里为多个
平台1000余户商家“刷单控评”，以此攫取不法收益。

“水”出来的网络评分浇灌不出好口碑，反而破坏
多方苦心构建的市场环境和网络生态。消费者不得不
付出更多精力，在铺天盖地的评价中去伪存真，消费体
验打了折扣。

挤掉网络评分的“水分”，才能获得真好评。
今年9月《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施行，明确

了“好评返现”“刷单炒信”等行为违法，为网络竞争秩
序划出底线、立下规矩，为监管部门提供了明确清晰的
执法依据，使监管工作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

新规要落地，必须各方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应有作
用，强力打击炒作网络评价的产业链条，建立健全科学
合理的信用评价体系和投诉机制。

近来，有消费者针对一些“好评如潮”实际“很拉
垮”的商家，兴起了“反向打卡”潮流，即去评价一般的
商家消费，体验反而超乎预期。从某种角度看，这其实
也是一种预警：造假终被市场抛弃，诚信经营方得长
久。

记者 乌梦达 吉宁 来源：新华网

不可轻信“买家秀”

“‘双十一’红包为什么只有我领不到”“开个会员视频，
发现朋友比我便宜几元”……近日，随着“双十一”的临近，
不少网友为自己受到的“不公遭遇”发声。从网络投诉平台
的留言看，令人诟病的“大数据杀熟”现象仍不时发生，并且
出现新“变种”，不仅形式多样，而且套路日益隐蔽。

“随机红包”优惠力度“因人而异”，新老用户被“差
别对待”，浏览页面“千人千面”且“价格浮动”……无论
哪种形式的“大数据杀熟”，背后都有算法技术对消费
者的“算计”。

算法让平台商家变得“耳聪目明”。某种程度上，
算法权力的滥用形成了交易的不平等，侵害了消费者
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

当前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已超过9亿人。网络

技术帮助商家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为商家节省了
大量的人力、物力。

无论是平台还是商家，少一点算计，多一些诚意，
才能让消费者放心买账。

对于消费者来说，避免被“杀熟”，重要的一条是注
重个人隐私保护。不要让手机 APP 随意访问个人信
息，防止不良平台非法收集用户信息。在选购商品和
服务时做到货比三家，确保放心消费。

如果遭遇“大数据杀熟”，及时对商家“相同商品、
不同价格”的行为进行证据保留，如保存平台针对不同
客户报价的页面截图、消费者的缴费凭证、与商家沟通
的信息等。

记者 乌梦达 阳娜 来源：新华网

不能被动被大数据“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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