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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造身世博同情 卖惨摆拍牟暴利

百万粉丝网红直播现场被抓
编造虚假场景人设，无底

线带货营销，一直是整治网络

乱象的一个重点。一些主播为

了追求“泼天的流量”，打造悲

惨人设，博取同情，无底线追求

关注，也触碰了法律的红线。

■■设骗局设骗局

““小小努力生活小小努力生活””身世都是身世都是
编的编的

拥有百万粉丝的网红“小

小”，她的流量密码就是卖惨。

9月 4日，“小小”照例在晚

上 7 点准时开播，在线观看直

播 的 人 数 一 度 达 到 4000 余

人。就在她推广一款凉皮时，

窗外忽然传来狗叫声，直播也

毫无征兆地结束。此时，屏幕

外，民警们出现在小小的面前。

警方为什么会找到小小？

这还要从她发布的视频说起。

今年 7 月，沈阳市沈北新区的

民警在网上巡查时关注到小小

的视频与直播，根据警方的调

查，小小今年 4 月开设视频账

号，主要内容就是讲述“她被亲

生父母抛弃、被养母和奶奶收

养，奶奶因病去世，姐姐因火灾

去世，养母经不住打击精神分

裂，养父夺走火灾赔偿款并拒

绝抚养自己和养母”。截至 7
月，小小的账号共累积粉丝 70
余万，随后她开始直播。

小小能够迅速涨粉，与她

在直播中展示的家庭冲突，比

如和养父追讨抚养费、为养母

看病等密不可分。当直播间聚

拢较多粉丝后，小小开始卖货，

所卖物品也与她所描述的个人

经历有关。

沈阳市公安局沈北新区

分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副大

队长魏国亮说，打个比方，主

播说她父亲把 100余万赔偿款

带走了，出去做生意没做好，

赔钱了，现在积压好多货。为

了把钱追回来，把货变成钱给

她妈妈治病，虚构一个情景。

好心的叔叔阿姨粉丝们就说

是什么货，她就放个链接，大

家出于对小小的一种同情，就

下单去买这个货。

■■博同情博同情

直播带货两个月获利直播带货两个月获利55万余元万余元

小小通过直播带货，仅 7
月、8月两个月就获利共计 5万

余元。直播间的商品在质量、

价格以及宣传上并未出现明显

的问题。可在这些直播视频

中，警方发现存在着一些反常

的情况。

警方发现，小小会和养父在

镜头前激烈争吵，而等到小小和

其他人连麦或者直播带货时，原

本激烈的争吵会立刻停止。

真正让小小露出破绽的，

是她提到的报警经历。沈阳市

公安局沈北新区分局道义派出

所副所长冯冕说，小小编造她

带着母亲干活时，给母亲身上

绑了一根绳子，被一个坏人给

剪断，剪断之后她报警了，案件

一直没有破，通过网络的力量，

号召这些粉丝积极帮她想办

法。这就是一种“带节奏”，这

些东西明显违背常理。

为规避平台监管，小小用

“帽子叔叔”指代警察，用“加

号”指代医院。而在直播中，这

个剪断绳子的“神秘人”也现身

了，与小小进行连麦并承认错

误。与所谓“坏人”连麦的环

节，小小愤怒的同时，也不忘与

网友互动，粉丝们纷纷声援小

小，并为她出谋划策。然而根

据警方的调查，这一警情并不

存在。不仅如此，小小还虚构

了另外两起警情。

由于小小的行为涉嫌谎报

警情，今年 9 月 4 日，警方找到

了正在直播中的小小。

■■假人设假人设

亲妈扮养母亲妈扮养母、、废弃危房里直废弃危房里直
播卖惨播卖惨

根据小小的供述，警方了

解 到 ，她 虚 构 的 不 仅 是 三 起

警 情 ，关 于 身 世、年 龄、亲 属

关 系 等 等 ，全 部 都 是 杜 撰 出

来的剧情。

在沈阳市沈北新区郎家寺

村一处废弃的民宅里，警方找

到正在直播的小小。据了解，

小小本名为肖某，今年已经 29
岁，在视频平台上讲述的个人

经历均为虚构。

视频中出现的养父、养母、

老姨，由现实中肖某的父母和

姑姑所扮演，她的养母也并没

有精神疾病，这些都是小小编

出来的情节，用来吸粉引流。

而小小所谓的“家”，实际上是

一处待拆迁的危房，早已无人

居住，这里也只是她打造人设

的一部分。

冯冕介绍，她编造了一个

特别凄惨的人设，租住的环境

特别差，而实际上她租住在城

里的封闭小区。

据小小供述，她编造警情

是为了增加真实性和用户的黏

性，为直播带货做准备，并自以

为聪明地规避敏感信息，没想

到已经触碰法律红线。警方对

小小及参与直播的另外 3 人，

也就是小小的父母、姑姑，处以

行政拘留 10 日，并处 500 元罚

款的行政处罚。

■■讲法律讲法律

““卖惨圈粉卖惨圈粉””带货构成欺诈带货构成欺诈

这些博主卖惨的目的实际

是卖货，伤害的是那些愿意伸

出援手的消费者的情感。那

么，如果货品本身没有质量问

题，价格也相当，在这样的情况

下，如何界定这类卖惨主播带

货的行为？消费者是否可以主

张赔偿呢？

2021年夏天，家住江苏南

京的万女士在短视频平台上看

到一个名叫“一搏砥砺前行”的

主播正在直播，内容是要给一个

叫“玲玲”的年轻女孩完成心

愿。玲玲身世凄惨，还被继母虐

待。主播表示，为了帮助玲玲，

他在直播间售卖玉器。万女士

为了献爱心，共计在直播间下了

19单，消费 5000余元。但一次

偶然的机会，万女士加入主播粉

丝群，发现视频里原本对立的双

方，却坐在一起吃起了庆功宴。

万女士此时恍然大悟，原

来这一账号展现的解救玲玲的

视频，全都是虚构的剧情。这

让万女士感觉受到了欺骗。

2022 年 9 月，万女士将主

播“一 搏 砥 砺 前 行 ”（本 名 焦

某），以及他所属的公司告上法

庭，主张焦某及所属公司应分

别在主流媒体或平台公开发布

道歉声明，同时应认定其行为

属于欺诈，要求退还购物款并

进行三倍赔偿。

法院经审理认为，万女士

对其购买的商品本身是否存在

质量问题，并未提出异议，商品

本身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不是

焦某是否构成欺诈的主要判断

标准。法官介绍，被告焦某在

直播间里面虚构人间惨剧，绑

架观众情感，利用观众的同情

心和爱心，让消费者购物以谋

取利益。在主观目的和客观行

为上，均诱使消费者做出错误

的意思表示。即使其所出售的

商品本身不存在质量问题，但所

采取的这种欺诈式营销方式，仍

然使这种销售构成欺诈。法院

认为，涉案主播作为卖方，虚构

事实诱导购物，构成对消费者的

欺诈，应当按照消法规定退还货

款，并三倍赔偿。

去年 3月，法院一审判决，

被告焦某和所属公司在收到原

告万女士退还的货品后，共同

退还原告货款，并支付三倍赔

偿款。同时，被告焦某还需在

判决生效后，在短视频平台发

布向原告的道歉声明。后来法

院二审维持原判。

据央视

假药、回流药，不仅危害

医保基金安全，更影响广大

患者用药安全和身体健康。

国家医保局 11月 2日发声显

示，监管部门对假药、回流药

的发现、查处能力有了重大

突破。

11月 2日，国家医保局发

布公告，首次通过药品追溯

码对假药、回流药“亮剑”。公

告显示，通过对各地上传的

药品追溯码开展分析，发现

11个省份 46家医药机构存在

复方阿胶浆的药品串换、回

流药、假药等线索情况，要求

相关医保部门进行核查，11
月 20日前向国家医保局上报

核查结果。

这是国家医保局今年 4
月开展医保药品耗材追溯码

信息采集试点工作以来，第

一次面向社会公开核查涉嫌

药品重大违法行为线索。

■■““一药一码一药一码””
让假药、回流药无处藏身

药品追溯码一般以条形

码或二维码形式，印制在药

品和医用耗材的最小包装盒

上，是出厂时就被赋予的唯

一身份标签。

“药品追溯码就是药品

的唯一‘电子身份证’。”国家

医保局大数据中心编码标准

处处长曹文博说，“就像一组

身份证号只能对应一个人，

一条药品追溯码只能对应一

盒药。”

陕西省榆林市医保基金

安全防控中心主任韩海军介

绍，如果在药品流通过程中，

通过扫码仪器发现一组药品

追溯码重复出现，就存在假

药、回流药以及药品被串换

销售的可能。同时，通过追

溯码，相关部门还可实时动

态查看药品耗材生产、配送、

零售各个环节信息。

此次国家医保局公告提

及的 46 家医药机构，就存在

药品追溯码重复的情况，重

复情况大于等于 3次，且均发

生医保基金结算。国家医保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其背后暗藏

的，可能是波及多个省份的重

大药品违法行为线索。

■■迅速推开迅速推开
覆盖超六成定点医疗机构

在福建省厦门市，已实

现全市 1500余家定点零售药

店药品追溯采集 100%全覆

盖；在陕西省榆林市，截至 6
月 10日追溯码管控系统共拦

截同一药品再次支付 14057
次，涉及费用 126.29万元……

目前，全国多地已推开追溯

码使用。

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

示，截至 10月 28日，全国已归

集药品耗材追溯码数据 31.27
亿条，涉及 29.68万家定点医

疗机构、49.72 万家定点零售

药店。“这意味着我国超 60%
的定点医疗机构和超 99%的

定点零售药店启动了追溯码

的采集工作。”曹文博说，预计

今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

开追溯码的扫码入库工作。

■■““码码””上监管上监管
谁生产、销到哪信息全部掌握

记者了解到，已有部分

药品可以通过手机扫描追溯

码，获取药品相关信息。国

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随 着 追 溯 码 进 一 步 推 开 使

用，患者购药时可以通过其

了解更多药品“由谁生产、销

售到哪、是否被二次销售过”

等“前世今生”信息。

据悉，除了 11 月 2 日的

公告外，国家医保局还将陆

续发布有关医保药品重复追

溯码的相关信息。国家医保

局有关负责人提示，消费者

可以保存一些药盒，如果发

现国家医保局发布的相关信

息涉及自己所购药品，可以

凭借包含追溯码的药盒以及

发票进行维权。

“ 让 每 一 盒 药 都 留 下

‘数字足迹’，药品追溯码赋

能医保基金监管，更好适应

了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这

位负责人提醒，消费者切勿

听信蛊惑，把医保药品拿去

卖钱；相关从业人员也要警

醒，切勿倒卖假药、劣药、回

流药。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