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扫描二维码可领
“五险一金补贴”？

人社部辟谣：是诈骗！

近日， 有网友反映， 收到了领

取“五险一金补贴” 的通知。 1 月

20 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辟

谣指出， 从未发放过所谓的“五险

一金补贴”， 上述通知为不实信息

且涉嫌诈骗。

该通知声称， “按照人社部相

关规定， 凡入职满一个月， 并按照

国家规定正常缴纳五险一金的员

工， 均有资格申请‘五险一金’ 补

贴， 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信息

认证及补齐工作， 逾期未办理者将

无法享受补贴。” 扫描指定的二维

码之后， 却跳转到了假冒的国家财

政部网站， 随即需要输入姓名、 身

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强调， 该

部门从未发放过所谓的“五险一金

补贴”， 上述通知为不实信息且涉

嫌诈骗。 这类诈骗信息的常见套路

是利用非法途径， 获取网民手机

号、 微信号或邮箱账号等， 发送虚

假信息， 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或点

击链接， 进入假冒的“官方” 小程

序或网站， 并填写身份证、 银行

卡、 验证码等个人信息， 以达到骗

取钱财的目的。

（来源： 南方新闻网）

手机 NFC功能
成骗子“提款机”？

你是否觉得手机 NFC 功能只

是用来刷公交卡或快捷支付？ 你可

能不知道， 骗子已经盯上了这个便

捷功能， 将它变成偷走你银行卡存

款的“提款机”。 只需几步操作，

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就可能在你眼

皮底下被刷走。

李先生接到一个自称航空公司

客服的电话， 对方称其航班因机械

故障被取消， 并询问是选择改签还

是退票。 李先生选择改签， 对方进

一步表示因已为其购买保险， 可退

还 300 元到银行卡， 但需通过“企

业支付” 操作。

在对方的指引下， 李先生使用

招商银行卡在抖音平台开通了“放

心借” 服务， 并按照对方要求分两

次借款共 10 万元。 随后， 对方要

求李先生下载名为“NFO-X” 的

软件， 并通过手机 NFC 功能进行

刷卡操作。 李先生按指示完成了两

笔大额交易， 当对方要求进行第三

次刷卡时， 李先生察觉异常， 但已

被骗 9.8 万元。

警方提醒， 警惕“客服” 来

电， 接到自称客服的电话， 务必核

实其真实身份， 尤其是涉及改签、

退款等敏感信息时。 慎用 NFC 功

能， 避免随意通过 NFC 功能进行

陌生支付操作， 谨防被盗刷。 任何

要求打开屏幕共享或远程协助的操

作均应高度警惕， 避免泄露个人信

息。 一旦察觉被骗， 应立即拨打银

行客服电话冻结银行卡， 并报警处

理。

（来源：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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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生菌作为当下热门的保健成分， 越来越频繁地

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年轻上班族常常一边暴饮暴食，

一边服用益生菌； 焦虑的家长们， 寄希望于益生菌能

缓解孩子的过敏症状； 号称“无痛减重” 的“瘦子菌”

产品更是迅速走红。 调理肠胃、 帮助减肥、 提升免疫

力、 改善女性健康……益生菌似乎能精准切中男女老

少五花八门的健康需求， 给人一种“有病治病， 没病

强身” 的印象。 然而， 花大价钱补充益生菌， 真的有

必要吗？ 为功效买单， 到底是不是智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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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捧上天的“健康万金油”

  益生菌并非指某一特定细菌， 而

是指一类对人体有益的活性微生物的

总称， 它们种类繁多、 功能各异。 例

如， 酸奶中常见的嗜酸乳杆菌和双歧

杆菌， 以及人体口腔中的唾液链球菌

等， 均属于益生菌。 此外， 还有与益

生菌相关的益生元 （可溶性膳食纤

维， 促进益生菌生长）、 合生元 （益

生菌与益生元的组合） 和后生元 （益

生菌代谢产生的有益物质）。

花重金营销的商家们往往热衷强

调企业的科研背景和实力， 添加的菌

株多么好， 但实际上宣传的都是所含

菌株本身的功效和作用， 而非产品本

身的效果。 深入探究一番， 就会发现

很多说法都经不起推敲。

比如， 益生菌在人体内的存活情

况并不理想。 即使商家生产的益生菌

产品足够规范， 微生物数目相对可

靠， 也不能保证在购买或服用该产品

时活菌数目仍能保持不变。 因为益生

菌太容易被杀死了， 经过口腔的消

化、 胃酸的侵蚀， 能活着抵达肠道的

益生菌数量所剩无几。

几年前， 某测评机构就联合珠

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对市面上的六

款宝宝益生菌产品进行了检测， 结

果显示货架期内活菌含量均符合国

家标准， 而在模拟胃肠消化实验中，

仅一款产品的益生菌存活率高于

1%。 好在如今越来越成熟的冻干和

包埋技术，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

益生菌通过胃酸、 胆汁， 帮助其定

向定植肠道。

世界肠胃病学组织在 2011 年

发布了《益生菌证据等级全球概况

汇总》， 把益生菌的功能按证据等

级做了分类， 其中益生菌在治疗急

性腹泻、 抗生素相关的腹泻和便秘

证据力度极强， 但是在其他方面，

例如改善情绪、 失眠等， 作用都被

夸大了。

从监管层面来看， 无论是美国

的 FDA， 还是欧洲或中国的监管

机构， 都尚未正式批准益生菌用于

治疗或预防特定疾病。 在我国， 益

生菌产品大多仅以普通食品的身份

存在， 真正获得保健品批文标志的

益生菌产品寥寥无几。 即便是被归

类为保健食品的益生菌， 其广告宣

传也严禁涉及疾病预防或治疗的内

容。 根据卫健委发布的相关标准和

规定， 目前我国可用于食品的菌

种， 有 17 个属 38 个种或亚种， 可

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有 14 个株。

医学专家指出， 通常情况下，

大多数人并不需要额外补充益生

菌， 除非是胃肠道严重不适或敏感

的人群， 服用前最好咨询医生的意

见， 不要盲目滥用。 如果想少交点

“智商税”， 在选购益生菌产品时不

妨仔细看看标识， 了解产品所含的

菌株类型、 具体功效、 储存条件、

使用注意事项， 以及有无临床研究

背景， 是否采用了成熟的包埋、 冻

干技术等。 与其依赖益生菌产品，

不如调整膳食结构和生活方式， 多

吃点富含益生菌和益生元的天然食

品。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央视

新闻等）

益生菌不能“闭眼吃”

  很多益生菌产品存在夸大其词

的情况。 以某款热销的女性口服益

生菌为例， 该产品宣称获得多国专

利， 含有鼠李糖乳杆菌、 卷曲乳杆

菌等优质菌株， 活菌数达 50 亿以

上， 可应对女性私密健康问题。

科学上讲， 阴道菌群平衡对阴

道炎症防治确实具有重要作用， 但

就算吃下的这些菌群在肠道成功定

植， 也很难穿肠透壁迁徙到阴道发

挥作用。

还有市面上的某款抗过敏益生

菌， 据《消费者报道》 调查， 该产

品声称通过补充有益菌达到平衡自

护力的效果， 而客服提供的益生菌

临床试验报告中， 与宣传的菌种并

无联系。

再说回最近风靡的“瘦子菌”

———双歧杆菌 B420。 这款益生菌

的临床研究招募了 225 名 BMI 在

30 左右的健康受试者， 把他们随

机分为四组， 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

双盲平行试验。

从结果来看， 跟对照组相比，

B420 组减重不到 1kg， 腰围减少

了 2.4cm（2.4%）， B420+膳食纤维

组腰围减少了 2.6cm（2.7%）。 六

个月“无痛减重” 1kg， 只能说，

有效果但不多。

更值得注意的是， 市场上存在

大量参差不齐的益生菌产品。 比

如， 有些只标注了种名而没有菌株

名。 菌株有很强的特异性， 不同的

菌株效果可能天壤之别。 而一些益

生菌的代工厂“敢写、 乱标、 价格

压得低”， 导致活菌数量不达标、

标示资料模糊等问题频发。 在

1688 平台， 益生菌原料生产成本

最低的， 每袋只要 0.1 元。

“无痛减重”效果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