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国际 132017年10月11日 星期三 见习编辑：许璐瑶

域外传真
社会万象

吸烟者随手丢弃的烟头有碍观瞻，还
可能引起火灾。为了解决这个看似不大，
但着实令人生厌的问题，两名荷兰设计师
打算训练乌鸦做烟头清理员。

吕本·范德弗勒滕和鲍勃·施皮克曼
设计了一个训练装置。装置的下部是收集
烟头的容器，上部有一个圆形平台。他们
打算在平台上摆放食物，吸引乌鸦过来
吃。等乌鸦习惯来这个平台觅食后，再把
食物换成烟头。如果乌鸦能把烟头推入下
面的容器，就能得到食物奖励。之后，他
们将把烟头扔在装置周围，让乌鸦学会叼
起烟头扔进容器以换取食物奖励，最终让
乌鸦形成条件反射，见到烟头就叼取，扔
进容器。 据新华社

随手丢烟头有碍观瞻
设计师训练乌鸦清理

深 圳荷 兰

为配合迪士尼动画电影《花木兰》的
宣传，美国快餐连锁巨头麦当劳公司
1998 年推出一款极具中国特色的麦乐鸡
块蘸酱——四川辣酱。时隔 19 年，麦当
劳10月7日在美国部分门店限时一天重新
供应这款辣酱，吸引大量食客慕名排队购
买。当天，众多顾客涌向麦当劳餐厅抢
购，一些店家不得不请警方出马维持秩
序。不过，由于供应量有限，一些餐厅声
称只有20包辣酱可供出售，不少食客在
排队数小时后被告知辣酱已售罄。

一对夫妇说，他们一早从加拿大开车
4小时抵达一家供应四川辣酱的麦当劳餐
厅，却失望而归。一些购得辣酱的顾客眼
下甚至在网上拍卖，几包辣酱的售价高达
数百美元。作为回应，麦当劳向错过此次
限量供应的顾客致歉，并在社交媒体上承
诺，这款辣酱将彻底回归。 晚综

麦当劳推四川辣酱
民众争抢惊动警察

深 圳美 国

据日本 NHK 电视台 10 月 9 日报道，
当天上午，在日本羽田机场乘客寄存的饲
养犬跑出笼子，在起飞跑道徘徊了40多
分钟，机场 A 跑道被迫封闭，14 趟的航
班行程也被迫推迟。

国土交通省东京机场事务所称，狗狗
的主人是907航班的旅客。原本将宠物装
在专用的笼子里，正准备在停机场将其装
入飞机的时候，狗狗不知什么原因逃了出
来，并在A跑道乱窜了40多分钟。

日本航空表示，将仔细调查宠物狗逃
跑原因，杜绝再发生此类情况。 晚综

宠物狗在机场乱窜
14趟航班被迫推迟

深 圳日 本

两名山东大学生脚踩轮滑鞋，利
用国庆假期一路从山东滑行至北京，
历时5天半完成了一次长达567公里的

“长途刷街”。10 月 7 日，这个特殊的
旅行在网上引发热议，有人羡慕他们
的青春，也有人质疑此举太过危险。

其中一位学生王洋 （化名） 10月
9日告诉记者，两人都是从轮滑社团活
动开始爱上了这项运动。北京交警提
醒，轮滑作为一种休闲健身运动，只
能在一定范围的场地上活动，如果代
步上路，不仅违反了交通法规，而且
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

大学生滑着轮滑进京

10 月 1 日，来自山东省济宁学院
美术专业的两名大三学生，仅背着几
件简单的衣服行李、备用轮滑工具、
食物和水，滑着轮滑从山东省出发。
一路上吃住全靠路边的餐厅、旅馆和
随身携带的一些压缩饼干和巧克力，
最终历时5天半的时间，完成了567公
里的路程，到达北京。

10 月 7 日，他们这次旅行的照片
被学校官方微博发布在网上，引起众
多网友热议，“有志者，事竟成。真
棒！”“热血青春，希望轮滑带来的正
能量越来越多！”不少网友纷纷给两人
点赞。但同时也有另外一种声音认
为，这种行为过于危险，甚至认为这
种出行方式触及到了交通安全法规。

趁年轻完成梦想

10 月 9 日下午，记者联系到了其
中一位学生王洋。据他介绍，自己大
一的时候通过学校的社团接触到了轮
滑，并结交到了这次同行的伙伴，两
人都从社团活动开始爱上了这项运动。

他告诉记者，在此次“长途刷
街”之前，两人还曾经多次参加过山
东省举办的轮滑比赛并取得过竞速第
六的名次。“从大一的时候我们就想过
要来一次‘长途刷街’，我觉得能和朋
友一起结伴儿，滑去到另一个地方很
有意义。正好趁着这次假期我们就准
备完成这个梦想。”

一路危险重重

王洋表示，这次的“长途刷街”一路
上遇到过不少困难，印象最深的是在滑
到济南和德州交界的地方走岔了，到了
一个村庄里，“路特别难走，都是泥，根
本滑不起来，硌得脚也特别疼。等到晚
上住进旅馆，鞋上糊的都是泥。”

据了解，近年来高校轮滑社团广
受大学生喜爱，不少学生都会选择车
流量较少的夜间上路“刷街”。北京交
警提醒，使用轮滑鞋代步上路，不仅
违反了交通法规，也存在着严重的安
全隐患，这种行为一旦被发现，将会
进行相应处罚。 据《北京青年报》

两名大学生轮滑567公里进北京
交警提醒轮滑代步上路有隐患 一经发现将进行处罚

“暴利，毫无底线的暴利。”日
前，87岁的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退
休后定居广州的黄勤 （化名） 在展示
过家中仍保留的几件“大件”保健器
械后告诉记者，过去的19年间，她曾
沉迷于保健品，先后花费 40 余万元，
一度成为多个保健品公司争相拉拢的

“重点对象”。但她后来发现背后存在
的乱象，开始借亲身经历，在自己出
版的书籍中揭露这些问题。

业务员频频到医院探望老人

1998年，由于孙女的病逝，黄勤
开始关注健康和养生，从这一年起，
她开始疯狂购买保健品。

“最多的时候我一天要吃四款保健
品。”黄勤说，由于出手阔绰，她成为
一些保健品业务员专盯的“重点对
象”，到 2015 年前后那段时间，黄勤
最多时一天能接到 20 多个推销电话，

“电话太多，被这些‘小鬼’缠得不堪
其扰，躲避不及。”

“小鬼”一词是黄勤对保健品公司
业务员的称呼。2015年，黄琴因病住
院期间，不断有保健品公司的业务员
到医院探望，有的送水果，有的则会
煲好汤送过来，“甚至有人连我的内裤
都帮我洗了。”在那次住院期间，众多
业务员无一例外，每次到医院探望最
终都会将话题转到推销保健品上。

那一年，黄勤花 6 万元买了一台
频谱仪，推销员称它对高血压、高血
糖等众多“老年病”都有奇效。“有没

有用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们在这台
机器上赚了我4万元。”黄勤说道。

“越是熟悉的‘小鬼’坑我的钱越
多。”黄勤说，她开始反思这十多年来
在保健品行业经历的种种。“打亲情牌
是他们最常用的套路。”黄勤说，在一
次讲座上，一位经理当众讲述了她年
幼丧亲的故事，并跪在台上哭着喊老
人们“爸爸妈妈”。“那天，一份5000
元的产品她卖了100多份。”

“企鹅不是哺乳动物，哪来的奶”

黄勤介绍，在她遇到的保健品营
销套路中，夸大宣传是很多保健品公
司都会使用的手段，这些宣传大多发
生在保健品公司为老年人组织的健康
讲座、跟团旅游过程中，以及邀请的
所谓的专家讲座上。

黄勤说，有的保健品公司会在这
些活动中尽可能地了解老年人的个人
情况，包括身体状况、家庭情况以及
购买力，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产品推
销。“推销过程中，他们会不断吹嘘产
品功效，并搬出部分名人甚至国家领
导人的名号来，称其通过使用某种产
品治好了某种疾病来增加可信度。”

但虚假宣传很多时候是经不起推
敲的。黄勤说，曾有一家公司为了推
销一款药，宰了两只青蛙，取出心
脏，放在玻璃杯里，“他们在杯里注入
该药品后，青蛙心脏开始跳动，但我
知道只要在玻璃杯里加入生理盐水就
能达到这种效果。”

此外，还有公司为了夸大某款保
健品的功效，宣称比骆驼奶和企鹅奶
都好，这让黄勤觉得好笑，“企鹅属于
鸟类，并不是哺乳动物，哪来的奶？”
黄勤说，对于一些保健品公司的虚
假、夸大宣传，她曾当众质疑，但推
销的业务员都会岔开话题不予理会。

“希望这个行业再也没有陷阱”

2017年初，黄勤偶然在新闻中看
到，江苏一位老人被保健品公司骗光
积蓄跳楼自杀，这对她触动很大，她
随后在受邀的公开讲课中详细讲解了
保健品公司诱使老年人购买保健品的
套路。

“他们太贪得无厌了，有的卖假
货，有的则是毫无底线的暴利。我以
前觉得我既然发现了就不要买他们东
西就好了，但是现在很多地方都传出
来有老年人被保健品公司骗死的新
闻，我觉得我就应该站出来说点什
么。”黄勤说，“自从接受过媒体采访
之后，保健品公司的‘小鬼’们已经
不再找我了，我现在日常生活就是写
书。之前揭露保健品行业内幕的《心
理健康活百岁》已经出版，新书《健
康的金钥匙》也已交稿，我在书中提
醒老年人谨防受骗。每一个被疾病困
扰渴望健康的老年人，都是可怜人，
他们不应该再受到保健品欺诈的二次
伤害。我希望未来国内的保健品市场
能够逐步规范，希望这个行业再也没
有套路和陷阱。” 据《华商报》

老人19年花40万元买保健品
出书讲述亲身经历，揭业务员“亲情”背后“坑老”套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