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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 36.9元体验变5000多元消费

3月13日，记者联系上王蓝。她称，原本是去体验36.9元的团购消
费。没想到消费途中，商家的工作人员一直向她推销办年卡，费用4000多
元。还被商家告知已经使用了店内套盒产品，如果不办年卡，就要收取套
盒的费用5000多元，比年卡更贵。在商家不停劝说诱导下，最终，她和朋
友都通过支付宝办理了共计12期的分期付款业务，并支付了第一期费用
300多元。好友张丽（化名）证实了王蓝的说法。

王蓝表示，等第二天反应过来，觉得上当受骗，她们便报了警，并向
12345进行了反映。“一开始，商家不愿意退给我们，在12345、警方等部门
介入下，商家取消了分期付款业务。”王蓝说，商家还扣除了部分款项说是
违约金，并提醒她们不要再张扬此事。

对此，门店所属的重庆高新区虎溪市场监管所相关科室工作人员表
示，推销办卡，属于商家销售手段，如果明确没有强制办卡，市场监管部
门还真不好介入。为此，消费者需提高警惕，理性消费。如果消费者与
商家产生消费纠纷，市场监管部门也可介入协调。

暗访 店员全程推销办卡反复示意下单

13日，记者来到位于熙街的这家门店看到，墙上张贴有相关经营证
照。下午时分，店里顾客并不多，按照事先网上团购好的面部清洁套
餐，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进行了体验。体验过程中，店员表示，可购买他
们一瓶400多元的精华产品体验一下，当记者表示不需要，店员又称打
好评可免费体验一次。

随后，记者来到三峡广场的另一家门店。得知记者是首次来店，
店员将记者领入一小房间表示要先进行皮肤测评，测评之后，店员称
皮肤有问题，可考虑专门护理。当记者表示需要询问一下其他顾客效
果，店员表示拒绝。

14日上午时分，记者来到该机构位于渝中区时代天街的一家门
店体验，店员同样推销他们的年卡。记者称需要再考虑一下，店员没
有强制，让记者取消之前的团购券，重新考虑做新项目，开始清洁面
部。清洁过程中，该名店员又试着说服记者办理年卡，并拿出相关二
维码，示意记者扫码了解。扫码后，店员还指导记者进入相关下单页
面，多次示意记者点击“下单”按钮。记者表示需要考虑。

在团购平台，记者发现多位消费者均对上述门店打出差评，差
评集中为推销办卡严重、态度敷衍等。一些消费者称，就是在反复
推销中，感觉被“洗脑”，糊里糊涂就办理了几大千的年卡，等到回过
神来，已追悔莫及。

数据“蕾特恩”一年多被投诉572次

来自重庆12345数据显示，2023年 1月 1日至2024年 3月
13日，一年多时间以来，12345 热线共受理市民反映关于“蕾
特恩”问题来电572件，可以说是“天天被投诉”，其中，已办理
工单566件。

有消费者反映称，2023年 5月 6日，其小孩在永川区渝西
大道蕾特恩连锁机构一门店咨询鼻子祛痘的服务，因是学生没
有钱，工作人员引导其小孩办理了某APP上的网贷服务，贷款
4800元，每月还款452元，时限一年。向商家反映取消贷款无
果，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对此，永川区商务委回复称，经
核实，情况属实。经派出所协商处理，经营者已为消费者取消
贷款。

“看准了我们是学生，不好意思拒绝，于是反复劝说诱导，洗
脸变洗脑。”张丽认为，她和朋友就是这样一步步陷进去。

36.9元的体验变成5000多元的消费

洗脸变“洗脑”？
团购了36.9元的面部清洁券，到店体验后，却被

告知使用了价值5000多元的产品，重庆高新区消费
者王蓝（化名）称，自己和朋友在一家名为蕾特恩专

业祛痘国际连锁机构的门店消费后非常疑惑，可商家给出的
解决办法让她更郁闷——办理4000多元的年卡，就不需要再
付这5000多元。感觉被套路，王蓝拨打了重庆市12345政
务服务便民热线进行投诉反馈。

洗脸变“洗脑”？连日来，记者以消费者身份，来到该美容
连锁机构位于重庆的多家门店进行体验，揭秘其推销套路。

一瓶让脸部溃烂的假劣肉毒素

成本仅仅几块钱
最后卖出8000元

重庆警方查扣假冒伪劣肉毒素9万余瓶，涉案金额超2亿元

北京市康达（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高金宽表示，商家
通过低价引流，获得客流之后，进行一系列营销，属于商业
手段，无可厚非。如果商家如实告知消费者产品或者服务，
消费者自行办理相关消费产品，那么，商家不存在违法违规
行为；如果并未如实告知，还私自为消费者办理付费业务，
那么就涉嫌欺诈。消费者发现之后，可立即表示拒绝，并第
一时间报警，通过警方来确认事实，诉讼过程中，可作为证
据。

对于商家不同的营销手段，如“价格战”“心理战”，消费
者应提高警惕，根据自身经济情况，进行合理消费。针对皮
肤问题，也应该到正规医院皮肤科进行咨询和诊治。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朱婷

律师说法

警惕商家低价引流手段

一个纠纷牵出一起案件

2023年3月，江北区公安分局在处置一起医美纠纷中，了解到报警人在重庆一医疗美容机
构注射肉毒素后，造成脸部溃烂，对受害人的身体和心灵都造成了伤害。

民警通过警情分析，这名女士的遭遇并不是唯一，在这家医疗机构先后多次出现类似情
况，这引起了民警的警惕和怀疑。民警对此顺藤摸瓜，深度研判，发现这家医疗美容机构存在
违规销售、使用假冒伪劣肉毒素。

因假冒伪劣的肉毒素数量大、来源不明，考虑到案情错综复杂，江北区公安分局立即将情
况上报至重庆市公安局打假总队。在总队的指导下，江北区公安分局成立专案组，通过无人机
侦查、视频追踪、现场实地摸排和人流、物流、资金流等研判分析，一条“江西生产—多层中间商
转售—医疗美容连锁机构终端销售”的黑色犯罪链条浮出水面。

把家当成制假窝点

民警在侦办过程中，很快确定了本案的关键人物夏某。夏某长期活跃在医疗美容销售行
业，涉案的医疗美容机构假肉毒素就来源于他。

随后，民警对以夏某为中心进行深度摸排，逐步明确了整个产业链的组织构架。
夏某的假肉毒素货源来源于中间商黄某，而黄某的货源又来源于江西的生产商盛某。
经查，嫌疑人盛某等人为牟取暴利，在江西一高档小区的自住房及租住房设立生产“黑窝

点”，先是以3.5元每个的价格购入空瓶，然后利用切割机、轧盖机等设备进行封口、包装、贴假
标，冒充多种品牌肉毒素，并以30~45元每瓶的价格批发给位于广东的中间商黄某。嫌疑人夏
某在明知这一肉毒素是假药的情况下，仍以65元每瓶的价格从中间商黄某处购入，再层层加价
到100元销售给医疗美容机构。

最终，医疗美容机构以2000~3000元一针的价格进行销售，且开封后的一瓶假药还会分给
3~4名消费者使用。为掩盖犯罪行为，医疗美容机构会将真假肉毒素掺杂使用，遇到消费者质
疑时就拿出正品肉毒素的药盒给消费者检查，但最终注射时又调包成假货。

目前，此案30名嫌疑人因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罪和妨害药品管理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据江北区公安分局食药环侦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案是继去年侦办重庆市首例以妨害药品
管理罪判决的医美行业案件之后，涉医美领域又一起以生产、销售假药案侦办的典型案例。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徐勤 实习生 智怡宁

“警察，别动！”2月27日晚，随着最后一个犯罪嫌疑人张某在贵阳
的一个宾馆被重庆江北警方抓获，一起涉案金额超2亿元的涉医疗美容
行业生产、销售假药案被全链条、全要素、全范围打击，涉案嫌疑人全部

到案，捣毁3家销售假药的医美机构和2处位于外省的生产假药“黑窝点”，查扣
假劣肉毒素9万余瓶、麻膏150余公斤，假冒多个品牌肉毒素商标6万枚、假包
装盒、包装盖、说明书7万套，抓获犯罪嫌疑人30人。

嫌疑人盛某等人
以3.5元每个购入空
瓶，一番操作制作出
多种品牌肉毒素。

3.5元

盛某等人以30~
45元每瓶的价格批发
给位于广东的中间商
黄某。

30~45元

嫌疑人夏某在明
知是假药，仍以65元
每瓶的价格从黄某处
购入。

65元

夏某再层层加价
到 100 元，销售给医
疗美容机构。

100元

医疗美容机构以
2000~3000 元 一针
的价格进行销售。

2000~3000元

医疗美容机构开
封后的一瓶假药，还
会分给3~4名消费者
使用。

800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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