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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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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专家”授课 车接车送听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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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讲座’大概有半天时间，‘听课’的老

年人有二三十人。”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刑侦

支队办案民警赵佳晨说，团伙中的“业务员”通过

“海打”电话方式联系老年客户，确定参加意向后

陪同老人一同“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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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产品配料表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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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每盒成本只有 11.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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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悠老人 精准“销售”

记者采访发现，盯上老年群体的“保健品”骗

局已成顽瘴痼疾。相较于过去线下会销场所多

选择酒店会议厅、郊区度假村等固定地点，当前

不法人员反侦查能力强，常常“打游击”，以流动

作案增加警方取证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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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位办案民警表示，王某某案中，很多从事

保健品诈骗的“业务员”有保险推销员等从业经

历，手里掌握或非法获取大量客户个人信息；这

一群体善于和老年人打交道获取信任，高额分成

让他们铤而走险非法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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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了解到，该起案件中，因讲师虚构身份、

虚构食品疗效骗钱等要件要素齐全，警方最终以

涉嫌诈骗罪将嫌疑人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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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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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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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月 6日电）

成 本 11.5 元 卖 到 5000 元
——谨防“保健品”销售陷阱

神秘王朝的最后印记

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飞行员卡斯特尔在飞

越宁夏贺兰山时，被山脚下一片圆锥形“土堆”吸

引：这些“土堆”是什么？“土堆”下又埋藏着什么

秘密？

卡斯特尔拿出相机，从高空定格下这些造型

奇特的“土堆”。彼时的他并不知道，这张俯瞰图

将成为 20 世纪中国一项重大考古发现的首份影

像资料。

1971 年，宁夏考古工作者钟侃和同事接到

线索通报后，首次走近这些“土堆”。他们捡回一

些刻有神秘文字的残碑，并一头扎进浩瀚史料

中，终于发现了蛛丝马迹，西夏陵的面纱被逐渐

揭开。

据明代《嘉靖宁夏新志》记载：“贺兰之东，数

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其制度仿

巩县宋陵而作。”明代安塞王朱秩炅也有诗云：

“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沤。道逢古老

向我告，云是昔年王与侯。”

神秘“土堆”，很可能与西夏帝陵有关。残碑

上的文字，被考证为西夏文。

西 夏 ，由 党 项 人 李 元 昊 于 公 元 1038 年 建

立 。 史 书 记 载 ，李 元 昊 授 命 大 臣 野 利 仁 荣 仿

借 汉 字 的 造 字 方 法 ，创 造 了 近 6000 个 西 夏 文

字 。 西 夏 灭 亡 后 ，元 朝 没 有 修 撰 西 夏 史 。 由

于 史 料 匮 乏 ，西 夏 文 神 秘 难 解 ，西 夏 历 史 扑 朔

迷离。

1972 年 ，专 业 考 古 队 成 立 ，正 式 对 这 片 区

域 展 开 考 古 调 查 。 钟 侃 等 考 古 工 作 者 根 据 陵

墓规模和独特的月城结构，从数百座陵墓中辨

认 出 史 书 中 有 明 确 陵 号 记 载 的 9 座 帝 陵 。 然

而 ，这 9 座 帝 陵 分 别 归 属 哪 位 帝 王 ，迟 迟 没 有

定论。

六年后，痴迷西夏文字的学者李范文带来

突 破 性 进 展 。 他 蹲 守 西 夏 陵 数 载 ，逐 一 考 释

3270 块 西 夏 残 碑 ，成 功 从 七 号 陵 碑 亭 发 现 的

残碑中拼合出一块碑额，并确认上面的西夏文

字 为“ 大 白 高 国 护 城 圣 德 至 懿 皇 帝 寿 陵 志

铭 ”。 由 此 ，七 号 陵 被 确 定 为 西 夏 第 五 代 皇 帝

仁宗仁孝的寿陵，也是迄今 9 座帝陵中唯一确

定主人的陵墓。

“9 座帝陵集中分布在贺兰山下、黄河岸边，

与史书记载相互印证，直接为延续近两百年的

西 夏 王 朝 的 历 史 及 其 君 主 世 系 提 供 了 特 殊 佐

证。”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副主任王昌丰说。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夏陵田野调查和考古发

掘工作持续开展，其总体布局、遗存构成等信息

日益清晰。

2024 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考古

项目负责人柴平平带队对 3 处防洪工程遗址开

展调查发掘，初步厘清了陵墓建造者如何顺应

地势修建防洪墙和排水沟，疏导雨水，抵御洪水

冲击。“这些防洪工程有些至今还在发挥作用，

值得我们好好保护研究。”他说。

“西夏陵大量陪葬墓和出土的珍贵陪葬器

物，都显示了帝王尊贵的身份。”在西夏学学者陈

育宁看来，帝王陵寝是官式建筑中最高级别的代

表，反映了封建制度森严的等级和不可逾越的建

筑伦理，与中原王朝一脉相承。

多元文化交融互鉴的见证

“这些年，我无数次走进西夏陵，越研究越发

现这里是各民族智慧融合的典范。”纪录片《神秘

的西夏》编剧唐荣尧说。

文献记载，西夏境内不仅有党项族，还生活

着汉、吐蕃、回鹘、契丹等多个民族。各民族不同

的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给西夏

文化带来多元特征。

考古研究发现，西夏陵大量吸收借鉴中原王

朝陵寝制度。考古专家韩兆民、李志清在《宁夏

银川西夏陵区调查简报》中写道：“从王陵墓区所

在的地理位置来看，是依山面河，互为形势。这

反映了西夏王陵墓区的择地，深受唐宋山陵葬仪

及风水堪舆的影响。”

在布局方面，西夏陵沿袭唐宋帝陵主要特

点并加以创新：保存了包括陵门、角阙、献殿、

陵 塔 在 内 的 陵 城 ，陵 城 外 神 道 、阙 台 等 构 成 要

素，以及“神道—陵城”的轴线对称布局；去掉

了 北 宋 帝 陵 中 的 成 对 乳 台 ，替 之 以 碑 亭 ，并 将

碑 亭 制 度 应 用 于 每 座 帝 陵 和 部 分 高 等 级 陪 葬

墓中。

“西夏人根据自身特点，在帝陵建造中加入

了独特元素。”西夏陵博物馆馆长师培轶说。

走进西夏陵博物馆，2024 年推出的西夏陵

遗产价值专题展用沙盘清晰展示了西夏陵的独

特性：在陵城中轴线外，献殿、墓道封土、墓室、陵

塔构成北偏西的另一条轴线，体现了党项族的原

始信仰；帝陵墓道通常不可见，但西夏陵墓道封

土呈突出鱼脊状，非常明显。

在建筑装饰构件方面，西夏陵也呈现出多元

文化交融的特征。

“石雕力士志文支座”是“国宝级”文物，兼有

突厥石人、佛教力士和汉族碑座风格；六号陵出

土的鸱吻，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古代琉璃鸱

吻构件之一，其工艺不亚于同时期北宋、辽的琉

璃烧制水平，实证了琉璃烧造工艺在西夏的传播

与发扬；建筑脊饰“迦陵频伽”为人面鸟身，既反

映了西夏崇尚佛教，也体现了中原建筑艺术对西

夏的影响……

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录认为，

西夏陵及其出土文物作为实物例证，生动展现了

西夏从建筑、文字到政治体制、农业生产技术等

方面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具有重要历

史价值。

“作为多民族政权，西夏文化多样杂糅，但占

主导地位的依然是中原农耕文明。这种文化上

的认同，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强劲

内生动力。”杜建录说。

保护传承让文明生生不息

千年时光流转，一度不为世人所知的西夏陵

曾默默承受风雨侵蚀和各种病害，一些陵塔甚至

存在倒塌风险。为守护这片历史遗迹，国务院于

1988 年将其列入“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悉心加以保护。

“ 夯 土 建 筑 保 护 是 世 界 性 难 题 。 本 着 最

小 干 预 原 则 ，我 们 与 敦 煌 研 究 院 合 作 ，从 本 体

加 固 和 提 高 夯 土 表 面 抗 风 化 能 力 两 方 面 入

手 ，先 后 对 9 座 帝 陵 和 44 座 陪 葬 墓 实 施 保 护

加 固 工 程 ，基 本 解 决 了 可 能 影 响 遗 址 结 构 稳

定 的 问 题 。”西 夏 陵 区 管 理 处 文 物 保 护 科 科 长

任 秀 芬 说 ，西 夏 陵 还 引 进 遗 址 动 态 信 息 及 监

测 预 警 系 统 ，借 助 科 技 力 量 提 高 遗 址 保 护 精

细化水平和预防性保护能力。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古老的西夏历史，纪录片

《神秘的西夏》《揭秘西夏陵》先后亮相，向公众系

统展现西夏陵和西夏文化特色。近年来，西夏陵

区管理处还组织开发了文物修复、西夏木活字印

刷体验等研学课程，2024 年共接待全国 508 个

研学团近 18 万人。

“这个龙雕刻得真传神。”站在珍贵文物雕龙

栏柱前，江苏游客王嘉柱用手指 360 度旋转展柜

屏幕上文物的三维图像，惊叹不已。

不 断 迭 代 升 级 的 展 陈 技 术 给 游 客 带 来 更

加“ 沉 浸 式 ”的 文 化 体 验 。 2024 年 ，西 夏 陵 引

进 三 维 扫 描 、VR 成 像 、智 慧 化 展 柜 等 新 技 术

和 展 陈 方 式 ，游 客 通 过 触 摸 玻 璃 展 柜 可 以 与

文物“亲密互动”；在遗址区，新增的精准文字

说 明 与“ 复 原 ”的 建 筑 构 件 ，让 游 客 畅 想 陵 园

昔日的辉煌。

“剩下的 8 座帝陵主人是谁？”“北端建筑遗

址有什么功能？”……时至今日，西夏陵仍有许

多未解之谜，西夏陵区管理处研究员陈皓莹说，

每当听到游客提出问题，都觉得是对研究工作

的鞭策和激励。“我相信，只要持续深耕，终能拨

开迷雾，为世人勾勒出更加清晰的历史画卷。”

陈皓莹说。

（新华社银川 1月 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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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刘紫凌 李钧德 艾福梅

贺兰山下，神秘巨冢群静静矗立，

与巍峨山脉相映生辉。

从浩瀚史料中的探幽索隐，到漫

长艰辛的调查发掘，考古工作者逐渐

拨开笼罩在巨冢之上的重重迷雾。

9 座帝陵 、271 座陪葬墓 、5.03 公

顷 北 端 建 筑 遗 址 、32 处 防 洪 工 程 遗

址，连同陵区发现的 7100 余件建筑构

件、精美文物，共同勾勒出恢弘壮丽的

西夏陵。

作为 20 世纪中国“百年百大考古

发现”之一，西夏陵的发现，让今人得

以窥见一个持续近两百年的王朝之历

史面貌，也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提供了

生动见证。

游客在宁夏银川市西夏陵遗址区参观（资料图）。 本组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位于宁夏银川市的西夏陵博物馆。

小朋友在宁夏银川市西夏陵景区体验

西夏文木活字印刷（资料图）。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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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