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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石直播”火爆，背后却是无数人被

“割韭菜”。多位市民向“新民帮侬忙”反映，

在百度、拼多多等知名网络平台上，入驻的

翡翠店铺纷纷开设“赌石”直播间，他们花费

数万元投资，以为总会“开中好料”，结果却

是教训惨痛，玩不过商家的层层套路，连连

掉坑，有的甚至“赔”了五六十万元。

标价18000竟只值2000

家住杨浦区的陈女士讲述，11月20日她

打开百度App，点进“拓蒂珠宝”的直播间。平

台上，这家店铺运营主体显示为云南瑞丽市厚

林贸易有限公司，售卖各类翡翠原石。陈女士

喜欢古物文玩，当天她刚进直播间，一名男主

播就大声喊她的昵称，说现在有新粉福利，

500元一个原石，切出来大概率会暴涨。经不

住诱惑她下单付款。接着主播现场切割，结

果不如预期。值得注意的是，在付款后，“拓

蒂珠宝”客服会私信消费者，发送如下一段

话：您所购买的翡翠原石一旦经过开窗/扒皮/

切割/磨皮后，影响二次销售，故不支持退货

退款。消费者只有发送“同意”二字，主播才

会现场切割或开窗，但一经处理，成了所谓的

定制商品，就不能退货。“后来又说要补偿，主

播拿出新石头。”陈女士说，之后她和另一人

合车（拼单），一人支付5000元，结果再次切

垮。1000元、18000元、20000元……一次次

付款，无奈没有一次开到好料。在当天直播

中，陈女士总计付款逾5万元。

陈女士告诉记者，店铺客服称，除了收

货或者授权商家丢弃，这些切垮的原石还可

以寄售，即由“拓蒂珠宝”帮忙转卖。“标价

18000元的石头，客服在微信上说只值2000

元，而且能不能卖出去也不保证。”陈女士

说，客服通过微信语音的方式告知这一实

情，这时她方知这是一场“赌不赢”的局。

花11万买不值钱的料
无独有偶，家住浦东新区的赵女士也有

相同经历，11月，她在拼多多App的“偶玉翡

翠原石”店铺直播间，总计花费逾11万元。

赵女士表示，第一天进直播间是11月1日，

由于是新粉，主播“奖励”低价原石442元。

“他说这个缅甸原石标价几千元，开出来就

会涨到几万元。”赵女士说，现场切割后，在

强光电筒的照射下，原石表象绿油油，主播

大呼“种很好”。之后，客服建议把原石加工

成手镯，她又另外付了500元加工费。之后

十几天里，赵女士多次进入直播间共支付18

笔，最多的一笔3万多元，总计购买了14块

石头。“后来我总共寄售了大约10块（石

头）。之后几次进直播间只想问寄售进展。”

她回忆，11月中旬最后一次进直播间时，一

名男主播干脆演起“苦肉计”，称家里有事非

常缺钱，急需各位小哥哥小姐姐“鼎力相

助”。而当赵女士问起原石寄售情况时，主播

面露难色：“料子卖不出去啊！”于是赵女士选

择让商家邮寄拍下的原石。让她大跌眼镜的

是，收到的翡翠原石远不如直播间看到的品

质，经懂行的朋友鉴定，这些都是不值钱的公

斤料，五六十元一公斤。

店铺信息工商查不到
陈女士向百度App客服投诉。百度客服

回复，经过与商家核实，“原石商品在经过授

权开窗、切割等操作后，影响二次销售无

法支持退款。”目前，陈女士已

向杨浦警方报案。同样，赵女士发觉情况有

异后，找到店铺客服交涉。问及公司名字，

客服回答为“偶玉珠宝”，但这名字在国家工

商信息系统内查询不到。客服解释称：“公司

刚刚注册，暂时未录入系统”。此外，这家店

铺主页还显示将于近期关闭。赵女士多次发

送退款申请，但仅收到加工费退款，其余均被

商家和平台拒绝。记者联系到拼多多官方客

服。对于涉事店铺的工商信息，以及即将关

店原因，客服回应“正在联系商家协商”。但

截至发稿，记者仍没收到任何回复。

业内人士指出，如今赌石直播盛行，不少

“小白”被坑，一次性“赔”了五六十万元的不

在少数。这些直播间通常都会安排多个托

儿，假冒买家，其中有的炒热气氛，有的跟人

合车。参与赌石者以为这些原石特别抢手，

脑袋一热匆忙下单。此外，直播间里美颜滤

镜的“神操作”，再加上打光效果，绿色颜料十

分容易作假，到底是“切涨”还是“切垮”，全

凭主播一句话。而不管是开窗还是切割，

所有翡翠原石直播间均会搬出“影响

二次销售”的说辞，拒绝“7天无理由

退货”，使得消费者追讨退款难上加

难。对此，陈女士和赵女士希望

通过自己的经历，让更多人

擦亮眼睛，不要一次次掉

入“深坑”。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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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市民日常就医需求，本市加大了

互联网医院的建设。各医疗机构纷纷通过公

众号、App和对接“健康云”等方式推出了互

联网医院应用，也涌现了一些第三方互联网

医院平台。针对市民对互联网医院的使用感

受，上海市质协用户评价中心进行了调查，并

于昨天公布了《本市互联网医院应用现状调

查》社会公益调查报告。

不同类别发展不太均衡
此次调查的对象为年龄18周岁以上的

本市常住人口，共回收有效样本量1815份，

其中拦截面访321份，在线调查1494份。调

查中，共采集到本市87家医疗机构的评价数

据，其中三级医疗机构39家，三级以下医疗

机构36家，第三方互联网医院平台12家。

调查发现，不同类别的互联网医院发展

不均衡。其中，三级医疗机构的提及率达

91.0%，三级以下医疗机构提及率为5.6%，第

三方互联网医院平台提及率为3.4%。本市

互联网医院服务质量指数为88.9，其中三级

医疗机构为89.9，显著高于三级以下医疗机

构（86.9）和第三方互联网医院平台（74.4）。

而从互联网医院应用服务质量指数的五个维

度来看，操作便捷、平台安全、服务效率、服务

态度和服务功能的评价结果均在（87.8，90.0）

之间，其中操作方便的评价较高，为90.0，服

务效率的评价较低，为87.8。

服务效率评价普遍不高
调查发现，不同年龄人群对于互联网医

院服务质量的评价有显著差异，61周岁以上

老年人的评价明显低于61周岁以下市民的

评价。18—25周岁对互联网医院服务的服

务态度和服务功能评价较低，26-50周岁对

服务效率和服务态度评价较低，51-80周岁

对服务效率和服务功能评价较低，81周岁以

上对操作便捷和服务效率评价较低。从市民

的不同生活自理状态来看，完全自理的市民

评价结果（89.9）显著高于其他两类市民（76.2

和80.9）。从市民居住的区域来看，市区的市

民评价结果（90.2）显著高于郊区市民（84.1）。

总体来看，第三方互联网医院平台与三

级医疗机构互联网医院有明显差距，前者在

操作方便、平台安全、服务效率、服务态度和

服务功能5个方面均低于三级医疗机构互联

网医院，其中服务功能的评价为78.1，服务效

率和操作方便的评价仅有72.1。

从标准规范上保障运行
调查发现，在互联网医疗本地化服务中，

检查、康复、照护等还未能做到全覆盖，有的病

患还反映有就诊时信号不稳定、问诊范围有

限等情况。对此，上海市质协用户评价中心

建议：

首先，应加快移动通信技术、大数据技术

在“互联网+医疗”领域中的应用，实现互联

网就诊的流畅性、病例信息的互联互通，提升

病患的就医体验和问诊的准确性。进一步规

范在线问诊服务规范，实施标准化管理，避免

线上诊疗质量参差不齐、问诊过程流于形式、

交流技巧缺乏经验等问题。

其次，标准规范对保障互联网医疗安全

和质量有重要的作用。只有明确了互联网医

疗使用和执行标准中所涉及的有关步骤、协

议、在线诊疗流程等信息，使互联网医疗有规

可依，从标准规范上保障互联网医院运行，才

能保证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安全可靠，使病患

得到最大的受益。

此外，还应加快互联网医院应用适老化

改造，分层次深入调研老年群体的衰老体验

和具体需求。同时进一步完善老年人使用互

联网医院的政策措施，明确互联网医院应用

改造的标准规范及评测要求等，让老年人有

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本报记者 金旻矣

老人对互联网医院评价较低
上海发布互联网医院调查报告

火爆网络的“赌石直播”藏深坑

上万元石料是次货
退货讨款维权艰难

■

陈
女
士
在
﹃
拓
蒂
珠
宝
﹄
直
播
间
的
消
费
截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