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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中一句句“爸爸妈妈”，
是否让老年人粉丝觉得亲切
呢？别看主播们爸妈叫得亲热，
可一转头就在直播中编造苦情
故事，雇演员演绎剧情，打造“正
能量”人设，装出正气凛然的样
子帮别人调解纠纷、解决问题
等。最终把产品融入剧本卖货，
利用老人的同情心骗取巨额利
润。

上海的蒋女士告诉记者，
2021年，她的姨妈唐女士就在闲
暇刷手机时，关注到了一个拥有
四万多粉丝，号称“正能量情感
主播”的账号，并经常看该主播
的直播，被他的各种助人故事所
吸引。

他信誓旦旦号称“不偷不抢
不骗”，通过网络视频和直播，一
步步骗取了七旬唐女士的信任，
他认唐女士当干妈，讲述悲惨境
遇，展示即便逆境中也乐观向
上的形象。善良的唐女士对此
深信不疑，对他充满同情。

从免费的小红心，到直播间
打赏，唐女士在直播间的消费也
慢慢多起来，买回来各种玉石手
串、项链等，还有各式各样的养
生保健品。

2021年，男主播加上了唐女
士的微信，第一句话就是喊妈
妈。每天嘘寒问暖，一口一个妈
妈。而除了直播间引导唐女士
一单接一单地买东西，男主播开
始所谓的“借钱”。两人加微信
一个星期之后，男主播第一次以
没钱回家为由，成功跟老人借到
2500 元。紧接着又以得了胃癌
早期，看病加路费钱不够，再次
借款2000元。就这样，从患癌到
女朋友怀孕做手术等等，男主播
以各种名义跟唐女士借钱。直
到将近一年后，唐女士的行为引
起了亲戚们的警觉。然而，亲戚
们的提醒并不管用，深陷其中的
唐女士根本不买账。

到了2023年年底，唐女士掏
空了个人所有积蓄，还借了不少
外债。蒋女士以家人身份与嫌
疑人接触，希望嫌疑人能够还
钱，但是遭到拒绝。等到男主播
不再嘘寒问暖，唐女士才意识到
自己可能被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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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综合央广网、央视新闻客户端、
法治日报

现在，刷视频已经成了不少
人打发时间的方式。可有的主播
在直播中编造苦情故事，雇演员
演绎剧情，在卖惨之路上“花样百
出”，亲情悬疑、家庭伦理、爱恨纠
葛……各种剧情元素他们信手拈
来。即使账号被举报、被禁言，他
们也能迅速“改头换面”，琢磨出
新的卖惨套路。而在这些卖惨剧
情中，还可能隐藏骗局。

警方发现，嫌疑人先后用多个微
信、以不同身份和理由跟唐女士借
钱。借钱的借口越来越离谱，这也让
唐女士产生了怀疑。为了打消唐女士
的疑虑，嫌疑人专门驾车来看望唐女
士，并制作了一个配乐妈妈的小视
频。唐女士十分感动。拍下的车牌
号，成了锁定嫌疑人的关键证据。

民警介绍，嫌疑人非常狡猾，先后
用四个微信号交流。每个微信号以不
同的理由向唐女士要钱。四个微信号
背后绑定的身份信息也都不同。车牌
号为排除其他无效的身份提供了帮
助，最后锁定了嫌疑人。

警方固定相关证据后，对嫌疑人
发起了网上追逃。2024年 1月的一个

凌晨，嫌疑人在朋友圈晒图展示 2024
年第一天的旅游之后，在陕西华山风
景区的一家酒店落网。嫌疑人毛某落
网后，警方以涉嫌诈骗罪将其移送检
察机关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对两年多里数笔转账的
事由和钱款去向一一核实，最终认定诈
骗金额近 56万元。2024年 5月，案件
一审开庭。法庭上，被告人毛某最终对
诈骗金额没有异议。庭审中他也道出
了做短视频和直播的本质“都是剧本”。

2024年 5月 23日，上海市松江区
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毛某犯诈骗
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剥夺政
治权利两年，判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责令被告人向受害人退赔555598元。

网络直播时喊爸妈
编苦情戏引老人同情

诈骗近56万元 称直播“都是剧本”

卖惨为何成为
“热门赛道”？

当下，“卖惨”已然成为短
视频、直播、电商等领域的一

条“热门赛道”。
一些博主在卖惨之路上“花

样百出”，亲情悬疑、家庭伦理、爱恨
纠葛……各种剧情元素他们信手拈来，
在短视频平台上轮番“轰炸”网友眼球。
即使受到网友吐槽、调侃，即使账号被举

报、博主被禁言，他们也能迅速“改头换面”，
琢磨出新的卖惨套路。
记者观看数十个短视频后总结了这些博主的卖

惨套路：
第一步，先给自己“确诊”绝症，宣称“这一次是真

的要走了”“终于要告别这个世界了”“病痛缠身的日子
进入倒计时”。

第二步，强调自己手头宽裕或者亲戚财大气粗，还
打算出国求医问药。

第三步，顺势推出自己的店铺，大谈店里还剩多少
库存，紧接着就开启直播带货之旅。

某MCN机构工作人员直言不讳：“如今主
播、带货博主之间的竞争堪称‘白热化’。有流
量才有收入，不少人就动起了‘卖惨’的歪脑
筋来吸引眼球。为了规避追责，即便在直播
或视频中标注‘虚构’，也是遮遮掩掩，放
在不显眼的角落。”

“这些带货主播的人设与故事，都
是精心策划、演绎出来的，背后是
MCN机构、主播、演员、编剧等多环节
紧密协作的‘成熟体系’。剧本越狗
血，情节越跌宕起伏，往往流量就越大，
观众掏钱就越爽快。”这位MCN机构工

作人员说。

加大惩处力度
补齐平台监管漏洞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
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指
出，部分博主借助短视频引流，
利用网友同情心，诱导用户在

直播间消费，这种行为可能涉嫌
违法，情节严重的甚至构成犯罪。

以生病为由卖惨带货，极有可能构成
虚假宣传，侵犯消费者知情权，违反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
“当前违法成本太低，即便主播账号被封，他

们也能‘东山再起’，换个马甲继续行骗。而且，卖惨
形式层出不穷、隐蔽性极强，平台监管难度极大，不法分
子也就有了可乘之机。”郑宁指出，当下存在博主被封号
后“另起炉灶”的顽疾，比如原博主账号是本人实名注
册，他转头换亲戚朋友账号重新注册，平台很难识别，
除非网友持续举报投诉。因此，社会公众参与监督至
关重要。

“‘卖惨’营销式带货，本质就是虚假宣传。从立法层
面看，很难将这类行为细化规定，但在实践中可以多下功
夫，比如公布典型案例，让公众清楚什么样算‘卖惨’、是
否违法；加强对执法人员与平台方的培训，借助技术手段
提升各方识别能力，逐步健全相关制度。”郑宁说。

郑宁说，商家向MCN机构或网红售卖“卖惨”“苦
情”剧本是否担责，关键要看售卖时是否知晓买家用于
拍摄“卖惨”视频或在直播间演绎。因“卖惨”营销受罚
甚至获刑的案例不少，如果网红与MCN机构共同侵
权、违法甚至犯罪，要依据各自过错与参与程度，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建议，细化“卖惨”营销
中虚假宣传、消费欺诈等行为的认定与处罚办法，加大
惩处力度，从法律层面形成强大威慑；同时科学制定流
量算法规则，杜绝为“卖惨”内容“引流”。

大家好心买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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