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件

焦点
2023年9月23日 星期六 责编/林威 美编/建隆 校对/惠琴

A07
智

慧

海

都

智 慧 海 都
968880

老人卖石榴被扔车外系摆拍，主播给钱找村民当演员

莫让“卖惨带货”透支社会善意
N封面新闻 红星新闻 潇湘晨报

近日在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段催泪短视频：老人向
路边车辆推销石榴，但车内人员却将石榴扔到车外，老人默
默将石榴捡起，弯腰鞠躬。这些令人心酸的视频，引发网友
关注同情，可部分细心网友发现了疑点：多段视频情节相
似。是巧合，还是另有隐情？经记者调查，这些热门视频的
背后，实则为“卖惨带货”的营销套路。

律师表示，借未成年人、患病或残障人士、孤寡老人，摆
拍贫困假象，营造“卖惨”人设博取同情，涨粉引流，进行欺
诈销售的行为，涉嫌违反我国多部法律，可能面临民事、行
政、刑事多个层面的法律责任。

近段时间，四川省凉
山州多名粉丝数百万的

“网红”，因虚假宣传、销售
假货被查的消息传出后，
备受网友关注。9月20日
上午，凉山州举行“系列网
红直播带货案”新闻发布

会，对案件详细情况进行
了通报。

今年，凉山州公安机
关在州市场监管、宣传、
网信、商务等部门密切配
合下，成功侦办了以“凉
山曲布”“赵灵儿”“凉山

孟阳”“凉山阿泽”为代表
的四川首例“系列网红直
播带货案”。这些“网红”
在 MCN 机构的孵化下，
打着助农旗号，通过摆拍
虚假视频，打造“大凉山
原生态”人设，带货销售

假冒的大凉山特色农产
品，谋取高额利益，涉案
金额超千万元。

目前，该案件已抓获
犯罪嫌疑人 54 人，其中网
红主播 11 人，捣毁 MCN
机构5个。

如何更好地治理这
样的网红乱象？专家、律
师及相关监管部门表示，
需要主播、商家、网红公
司、平台企业、政府部门、
消费者多方共同努力，才
能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
监管体系。

今年 4 月 26 日，第 23
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当天

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副局长甘霖针对直
播带货等新模式、新业态
指出，一方面要坚持包容
审慎监管，另一方面必须
守住法律底线，确保在规
范中发展。对管理不力、
屡屡出现问题的平台，要
通过约谈、责令改正等方

式督促其整改落实；对明
显违法违规或损害消费
者权益的主播和商家，要
依法严厉处罚，并根据侵
权程度列入信用黑名单，
增强监管实效性和震慑
力。

“大体量的平台应肩
负起更多管理责任。”中
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

授沈伟伟曾在今年 8月首
都互联网协会召开的直
播带货虚假宣传问题治
理评议会上指出，平台在
关注直播内容的同时也
要关注用户，可使用流量
扶持、流量限制、屏蔽商
品等手段进一步细分管
理，加强对未成年人和老
年人用户的保护。

网红编造虚假剧本摆
拍引流获利，是否涉嫌违
法？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这种行为构不构成侵犯当
地参与拍摄的老人和小孩
的权益？

北京市中闻（长沙）律
师事务所律师刘凯表示，借
未成年人、患病或残障人士、
孤寡老人，摆拍贫困假象，
营造“卖惨”人设博取同情，
涨粉引流，进行欺诈销售的
行为，涉嫌违反我国多部法
律，可能面临民事、行政、刑
事多个层面的法律责任。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
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
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

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
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
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
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
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
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八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对
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
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
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
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
误导消费者。我国《广告
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违反
本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
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
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
影响，处广告费用三倍以

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
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
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
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两年
内有三次以上违法行为或
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
广告费用五倍以上十倍以
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
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
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
执照，并由广告审查机关
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
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
申请。此外，这种行为还
可能涉嫌构成诈骗罪、非
法利用信息网络罪、非法
经营罪等。

从媒体披露的信息来

看，参与拍摄的老人、小孩
并不知道对方拍视频的目
的，认为是在做好事。利
用他们摆拍的博主行为已
涉嫌侵犯孩子和老人的肖
像权、名誉权。

利用当地村民、小孩
去虚构情节摆拍，后果上，
除了骗流量，还可能扰乱
当地公共秩序，散布谣言
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
共秩序的，根据我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
的规定，可以对违法行为
人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
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
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
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
罚款。

为验证视频中内容的
真实性，9月 5日，在攀枝花
市仁和区大田镇，记者找到
了“锋哥在路上”视频中的
老人。老人名叫李大富，今
年66岁。他表示，视频里面
的内容都是“演的”。“开始
那天，给我拿了 200元钱。”
李大富说，之后，拍摄者又
在他家的石榴地里拍摄了
多条视频，并请他参与了卖
货直播，“前后一共给了
1500元钱。”儿子李华说，当
时，父亲并不知道对方拍摄
视频的目的。

在“尔康（水果达人）”
视频中，一名大叔带着 2名
小女孩卖石榴，一句“生活
本来就不讲道理嘛”令人很
心酸。9 月 6 日，在凉山州
会理市通安镇花房村，记者
见到了 52 岁的村民李金
邦。李金邦表示，前段时
间，几名自称收石榴的人找
到他，说拍个宣传视频。随
后，他和两个女儿被带到新
发镇乐寨村，拍摄者让他根
据设计好的情节，进行了一

段表演。“当时给了我400元
钱，他们教我怎么说、怎么
做，教了好几遍我才记住。”
李金邦回忆，一周之后，拍
摄者又把他接到会理去做
了一场直播，再给了他 400
元，“直播时，喊我说是我家
的石榴，说是家里还有八九
万斤卖不出去。”

在“黑牛应季水果”发
布的视频中，9岁的“小宝”
和奶奶的故事，感动了大量
网友。9 月 8 日，在攀枝花
市仁和区某乡的一个村里，
记者见到了“小宝”和他的
奶奶起婆婆。起婆婆说，前
几天，她带着“小宝”去卖核
桃，有几个年轻人过来问情
况，“说看着我们可怜，要帮
助我们。”随后，起婆婆和

“小宝”被带到了仁和区大
田镇，拍摄了这条广为传播
的视频。起婆婆表示，她并
不知道对方拍视频的目的，
认为是在做好事。

记者查询了解到，目前
以上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
禁，视频内容已被清空。

凉山州会理市，被誉为
“中国石榴之乡”，与之相邻
的攀枝花市仁和区，也是知
名的石榴产区。

9 月石榴丰收季，不少
主播通过短视频平台销售
石榴。一些拍摄于当地石
榴产区的催泪视频，获得了
大量点赞。“锋哥在路上”于
8月 30日发布的一条视频，
点赞数达到了 13.7 万。视
频中，一名老人背着背篓，
站在一辆皮卡车旁推销石
榴，但车内的人却将老人递
出的石榴扔到地上，老人捡
起石榴后，还向车里的人鞠
了一躬。

“尔康（水果达人）”8月
31日发布的视频，情节也类
似。一名大叔带着2个小女
孩，向路边车辆推销石榴，
驾驶员一把将石榴打落在

地。大叔眼中满是无奈，说
的一句“生活本来就不讲道
理嘛”，让评论区的网友“破
防”。“2叔日记（二叔愣娃）”
8月 30日发布的视频，内容
也是一名老人在一辆车旁
卖石榴，石榴被扔到地上，
情节基本一样。

“黑牛应季水果”9 月 7
日发布的视频，则更加感
人。9岁男孩“小宝”和奶奶
外出卖石榴，奶奶用衣服垫
座怕弄脏车子座椅等细节
令人动容。发布者称，该视
频“全网播放3亿”。

相似的情节，却有着不
同的版本，有网友质疑这些
视频是在摆拍。相关账号
的粉丝数量，从几千到60多
万不等，其共同特点是：通
过视频引流，在平台带货，
销售石榴。

欺诈销售 涉嫌违反我国多部法律

“卖惨”短视频催泪
网友质疑摆拍带货

拍摄者花钱雇村民当演员
有村民以为拍摄者在行善

平台负起管理责任
各方努力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监管体系

虚假助农、售卖假货谋取暴利
凉山多名百万粉丝网红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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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拍短视频（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