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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接车送，听“伪专家”授课
2024 年 6月，老人尤某在北京

西站附近一家银行取钱时的怪异举
动引起辖区派出所民警的警觉。

“为防范电信诈骗，银行工作人
员询问取款 3万元的用途；老人一
会儿说给孩子装修，一会儿又说要
给老伴买药。”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
队北京西站派出所一级警长肖承
说，劝阻过程中，老人情绪激动，经
过平复后才透露说是刚听完“健康
讲座”买了产品，一名司机送他回家
顺道取钱。

什么药这么贵？什么讲座还能
车接车送？神秘司机为什么“一溜
烟”跑了？公安部门初步判断老人

遭遇诈骗。经过警方深入调查，一
个保健品诈骗团伙“浮出水面”。

警方发现，老人参加健康讲座
的地点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十里河的
一家饭店。一份当事人提供的视频
显示，自诩中科院沈阳所“重编程逆
转”项目负责人的王某某绘声绘色
地讲述着“科研成果”有多么受到国
家重视，又用拼凑的媒体采访视频
为产品“背书”，并通过互动交流调
动大家积极性，为推销产品做铺垫。

记者了解到，团伙推销的产品
名为“重编程逆转SAg”（胸腺胶蛋
白肽片），王某某号称使用后可以逆
转身体内的细胞，进而达到逆生长
状态，针对糖尿病、心脏病、老年痴
呆、癌症等疾病具有显著功效。

该产品配料表中主要成分为麦
芽糊精、木糖醇、牛胸腺蛋白肽、牛初
乳粉等，生产企业为安徽一家公司，
外包装没有保健食品“小蓝帽”标
识。经检测鉴定，这款产品不具备任
何药用效果，每盒成本只有11.5元。

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刑侦支
队办案民警赵佳晨告诉记者，推销
过程中，王某某还会以产品有国家
补贴等为噱头，原价5000元一盒的
产 品 优 惠 至 5000 元 6 盒（一 疗
程）。达成交易后，王某某等主要成
员与拉来客户的业务员对半分成。

“老人几乎都会购买，钱不够的就等
发了退休金再补上。”赵佳晨说，从
当时产品一个月在京销售情况看，
约有180人受骗。

精准“销售”，专门忽悠老人
记者采访发现，盯上老年群体的

“保健品”骗局已成顽瘴痼疾。
“王某某选取的‘讲座’地点多

为北京四五环周边的中档饭店，在
能容纳二十多人的大包间内开展活
动，且每次直到活动前一天才通知
具体时间、地址。”北京市公安局公
交总队刑侦支队四中队中队长朱志
君说，该团伙“业务员”还采取对老
人“人盯人”模式，不允许外部人员
进入会场。

多名办案民警表示，王某某案
中，很多从事保健品诈骗的“业务
员”手里掌握或非法获取大量客户
个人信息。

“一个业务员的笔记本上，细致
记录了老年客户发放退休金的金额
和时间。”朱志君说。

记者调查发现，此类诈骗活动
在各地时有发生。2024年年初，江
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以诈骗
罪判处洪某等 9 人有期徒刑和罚
金。该案中，涉案人员精准“电话销
售”，忽悠老年人购买宣称具有补肾
壮阳、防癌降三高、调节肠道菌群等
功效的“保健食品”，诈骗金额达
4000余万元。

多些关爱，别让骗子钻空子
近年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和

消费者协会多次提醒，消费者要注
意防范保健食品销售骗局，切勿盲
目参加任何以产品销售为目的的健
康知识讲座、专家义诊、免费检查等
活动，更不要接听非法保健食品推

销电话，不接受送货上门等。
记者调查发现，在很多保健品

诈骗案件中，受骗老年人即使被警
方告知受骗，仍然不能自拔。一名
老人家中已经花费不菲购买了各种
各样的所谓“保健品”，还会去“听
课”买药。“答应了‘业务员’，他们就
会关心我、对我好。”这位老人坦言。

受骗老年人配合警方调查意愿
比较低。警方调查过程中找到约30
名被害人了解情况，但配合工作的
只有17人，涉案金额8万余元。

采访中，受访公安民警为被骗
老人画像：年龄65岁以上、有退休
金、文化水平较高，但缺少家庭关心
关爱。

“诈骗团伙嘘寒问暖、送点小恩
小惠，很快就能攻破老人心理防
线。”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刑侦支
队副支队长杨萌萌说，许多老年人
缺少精神寄托，没有人关心、聊天，
最终就会让骗子钻空子，将老人手
里的钱“吃干榨净”。

对此，受访人士认为，要增加对
老年群体的家庭关爱。子女一方面
要提升父母的防范意识，另一方面
要及时关注父母心理健康，疏导负
面情绪，避免父母因为孤独、焦虑等
原因上当受骗。

此外，有法律人士认为，可以考
虑将老年人维权案件纳入公益诉讼
范围，由检察机关代表老年人群体
提起公益诉讼；这样既能解决传统
诉讼模式中很多老年人诉讼能力弱
的问题，也能督促有关行政机关履
行监管职责，从而更好地保障老年
人合法权益。

一、“制 高 点”误 为“至 高
点”。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科
技巨头纷纷抢占行业制高点。不
少报道把“制高点”误写成“至高
点”。“至”有“最”的意思，“至高
点”即“最高点”。而“制高点”本是
军事用语，指能够俯视、控制周围
地面的高地或建筑物等。其中

“制”指压制、控制，“制高点”指能
获得控制权的高点。抢占“制高
点”，不仅要占据某一特定空间的
最高点，而且要利用这一优势，获
得控制权、拥有掌控力。“制高点”
误为“至高点”，化优势为胜势的
意思荡然无存。

二、“电光石火”误为“电光火
石”。在巴黎奥运会上，中国体育
健儿斗志昂扬，奋勇拼搏，其激烈
比赛的精彩瞬间常被媒体称为“电
光火石”，这个词正确的说法应该
是“电光石火”。“电光”指闪电之
光，“石火”指击石之火，“电光石
火”常用来形容转瞬即逝的事物，
也形容极快的速度。“火石”是燧石
的俗称，两块燧石擦击，可以取火。

三、“跻身”误为“挤身”。网球
新星郑钦文在 2024 年大放异彩，
屡获佳绩，跻身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年终总决赛。有报道把
“跻身”误为“挤身”。提手旁的
“挤”，本指推开，引申指紧紧靠在
一起，如“拥挤”“挤压”等。足字旁
的“跻”（jī），本指登上、上升，引
申指晋升，如“跻升”即指升迁。郑

钦文通过获得优异成绩而得以置
身世界女子网坛前列，应该用“跻
身”，因为这是社会地位的提高，与
拥挤无关，不能写成“挤身”。

四、“花甲”误为“古稀”。乒乓
名将倪夏莲长期活跃于世界乒坛，
深受球迷喜爱。她 1963 年出生，
2024年六十一岁。有报道称倪夏
莲“年逾古稀”“步入古稀之年”。
其实，年过六十，是年过“花甲”，而
非年过“古稀”。古代用干支纪年，
以天干与地支依次错综搭配，六十
年周而复始，称“花甲”，后用以指
人六十岁。“古稀”指人七十岁，语
本杜甫《曲江》诗：“酒债寻常行处
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五、“松弛感”误为“松驰感”。
2024 年，“松弛感”一词广为流
传。遗憾的是，常有人把“松弛感”
误写成“松驰感”。马字旁的“驰”，
本指使劲赶马，引申指车马等跑得
快，又泛指快跑、疾行，如“驰援”。
弓字旁的“弛”，本指放松弓弦，含
义与“张”（本指上紧弓弦）相对。
引申指放松、松懈，如“弛缓”，又指
解除、废除，如“弛禁”。“松弛”可指
放松、不紧张，也可指松懈、不严
格。如今“松弛感”多用于指面对
压力时淡定从容、不慌张、不焦虑
的心理状态。

六、“曈曈”误为“瞳瞳”。“千门
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
个诗句反复出现于辞旧迎新的春
节期间，其中的“曈曈”常被误写。

2024年央视春晚播放西安分会场
节目，字幕就把“曈曈”误成了“瞳
瞳”。目字旁的“瞳”，本指瞳孔，后
也借指目光。日字旁的“曈”，含义
与太阳有关，叠用作“曈曈”，形容
太阳刚升起时明亮的样子。“千门
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出
自王安石《元日》，描写的是新年到
来、万象更新的美好景象。

七、“脑卒中”的“卒中”误读为
zúzhōnɡ。近年来，全国各地医
院稳步推进“脑卒中”防治工作。
遗憾的是，“卒中”常被误读为
zúzhōnɡ。“脑卒中”简称“卒
中”，俗称“中（zhònɡ）风”。这是
由脑血管突发破裂或阻塞引起的
脑组织损伤，是一种高发病率、高
死亡率、高致残率的急性疾病。“中
风”是中医学说法：“中”指被侵袭、
被伤害，另如“中伤”；“风”则指急
症，另如“痛风”。“卒”读zú，泛指
士兵，还指终止、完毕；读cù，义为
突然，后多作“猝”。“卒中”即突然
被侵袭，应该读cùzhònɡ。读成
zúzhōnɡ，表达不出突然被伤害
的意思。

八、“过渡”误为“过度”。2024
年，美国大选特朗普获胜，韩国总
统尹锡悦被弹劾，叙利亚巴沙尔政
权崩溃，诸多权力更迭中往往有一
个过渡，“过渡政府”等词频现各类
媒体中。但不少报道把“过渡”误
写成“过度”。“度”本指计量长短的
标准，引申指程度、限度。“过度”指

超过适当的限度。三点水的“渡”，
本指横过水面。“过渡”字面义即横
越江河，后引申指事物由一个阶段
逐渐发展而转入另一个阶段，如

“过渡时期”“过渡地带”。“过渡”与
“过度”，音同形近，含义迥别。

九、“侦察”误为“侦查”。2024
年，巴以冲突持续升级，俄乌前线
战事胶着，无人机频频现身相关报
道。不少媒体将“侦察无人机”误
作“侦查无人机”。“侦查”是法律用
语，指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
检察机关在刑事案件中，为了确定
犯罪事实和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确实有罪而进行调查及采取有
关的强制措施，如“侦查案情”。而

“侦察”是军事用语，指为了弄清敌
情、地形及其他有关作战的情况而
进行活动。“侦察无人机”在空中侦
察战况，执行的是军事任务，不能
写作“侦查无人机”。

十、“果腹”误为“裹腹”。巴以
冲突愈演愈烈，人道主义灾难前所
未有，加沙地带民不聊生。有媒体
报道称：“大量加沙民众只能挖野
菜裹腹”“加沙民众食不裹腹”。其
中“裹腹”是“果腹”之误。“果腹”出
自《庄子·逍遥游》：“适莽苍者，三
餐而反，腹犹果然。”“果”本指果
实，“腹犹果然”形容肚子像果实一
样饱满，后以“果腹”指吃饱肚子。

“裹”可指缠绕、包扎，如“包裹”，还
可指夹杂，如“裹挟”。

据《咬文嚼字》

敲黑板！这些字词你用对了吗？
《咬文嚼字》编辑部发布2024年十大语文差错

“流行语”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其实，“语文差错”也有相似的功
能，同样是社会语文生活的记忆符
号，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折射出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一点上，
2024 年频繁出现的语文差错，表
现得尤为突出。

智能时代已经来临，与人工智
能相关的新概念、新用语大量出
现。同时，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语文
差错也随之出现，并引起广泛关
注。比如：是“人型机器人”还是

“人形机器人”？运用十分混乱。
学者研究，用后者“人形机器人”
比较符合语用规范。再如：有媒体
说“人工智能突飞猛进，科技巨头
纷纷抢占行业至高点”，其中“至
高点”无疑是“制高点”之误。

“2024 年十大语文差错”榜单
上的差错，无不与这一年度的社会
生活高度关联。

“年度热点”与“年度差错”呈
现正相关，原因在于：语言以运用
的方式存在，没有运用就不存在真
正的语言；而只要有语言运用，就
可能出现语文差错，差错存在于运
用之中。运用多，差错自然多。社
会生活中的“热点”，会产生“聚焦
效应”，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带来
大量的语文运用；在大量的语言运
用中，出现相对较多的语文差错，
是合乎逻辑的。

《咬文嚼字》主编 黄安靖

7日，《咬文嚼字》编辑部发布了2024年十大语文差错。快来看看，这些字词你都用对、读对了吗？

成本11.5元卖到5000元，专坑老人
北京警方打掉一保健品诈骗团伙，16人落网

成本仅 11.5 元的营养
食品，“摇身一变”成了包
治百病的“神药”，售价
5000元一疗程……这样的
骗局仍在不断上演，一些老
人即使“赊账”也要购买。

近期，北京市公安局公
交总队打掉一保健品诈骗
团伙，团伙主要成员王某某
及其上线贺某某等16人被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他们是如何设局诱使老年
群体落入陷阱的？记者进
行了调查。

据新华社

“语文差错”同样是
社会语文生活的记忆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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