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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姑娘流泪卖苹果
凄惨故事老师惊讶

这样一段视频曾在网络上
流传：一个四川凉山的小姑娘
从没见过自己的母亲，父亲去
世，上不起学，身世凄惨，让人
唏嘘不已，很多人在同情之余
也慷慨解囊，购买视频中凉山
地区贫困村民销售的自产苹
果。

然而2020年年底，有网友
发出视频，揭露一些用欺骗、暴
力等手段拍摄的虚假视频，目
的是吸引关注，促销带货。

按照爆料视频所说，这些
视频是一个叫韩文的团队拍
摄，为达到效果，采用滴眼药
水、掐孩子等手段，人为制造女
孩流泪场面。还谎称帮助哑巴
母子销售家产苹果，实际销售
的却是市场上的苹果。为此，当
地警方也进行了调查。

“韩文团队”的策划人“韩
文”真实姓名赵宏进，1992年
生，陕西人，以前在上海打工时
负债累累，2020年雇摄像师组
成团队，来到凉山开始做短视
频，并在某视频平台建立专门
账号发布传播。

流泪是假，那么视频中小
姑娘凄惨的故事又是否真实
呢？在凉山当地警方帮助下，记
者找到了当事人阿佳。如果不
是当地警方帮助确认，人们很
难相信眼前的女孩和视频中是
同一个人。阿佳的老师们告诉
记者，他们当初在网上看到“韩
文团队”拍摄的讲述阿佳故事
的视频时，比记者还要惊讶。

根据记者的实地调查，真
实情况是，阿佳父母离异后，和
爸爸、继母、奶奶生活在一起，

并且凉山从2016年推行一村一幼
学前免费教育，不需要花一分钱，
阿佳已经在幼教点上了三年学。而
为了让阿佳讲述与身世不符的故
事，“韩文团队”以拍摄短剧需要她
来表演的名义，欺骗阿佳参与了拍
摄。也就是说，视频完全是造假摆
拍。

为吸粉增加流量，“韩文团队”
视频里最多的就是年迈的老人、哭
泣的孩子、破败的老房子。一条“石
榴大爷”为了换生活费，要卖掉孙
女心爱的小狗的视频也是假造的。
女孩是邻居的孩子，狗是临时借
的。至于帮助哑巴母子卖苹果，真
实情况是“韩文团队”只在这户人
家里买了几千斤苹果，但通过直播
销售了几十万斤苹果，获利达29
万元，赵宏进个人分得12万元。

造假视频已形成
地下产业链

根据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
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络视频
用 户 9 . 2 7 亿 ，占 网 民 整 体 的
93 . 7%。其中短视频用户8 . 73亿，
占网民整体的88 . 3%。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视频
用户群体，与此同时，视频造假也
不断出现，像曾被网上广泛传播的

“女孩考上大学跪谢父母”“火锅店
老板娘教训醉酒男”等，都被证实
是摆拍，如果说有些假视频是为了
骗取关注、吸引流量、增加粉丝，那
么还有一些造假视频则更是赤裸
裸地为了利益，把人们的好奇心，
甚至同情心通过造假视频直接兑
换成金钱。这背后甚至有专业公
司、专业团队介入，结成地下产业
链条。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北京市网
络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王四新表示，
它是一个技术化、团队化、流程化

的操作，而且不断从商业方面获得
反哺，所以导致花样不断翻新，规
模不断升级。

慈善直播卖珠宝
买家收到塑料

卖家这种造假视频牟利的行
为，不仅损害了消费者利益，也骗
取了公众爱心，消费了社会善意。
在上海，有几位阿姨遭遇的则是以
慈善为名义的骗局。曾经在某平台
极其活跃的某视频号先后发布了
五六十条视频，男主角为了帮人经
常潸然泪下，根据平台显示数据，
很短时间内就吸粉超过200万人，
随即，视频号主人以伸张正义、资
助孩子为名，直播卖起了珠宝。

煽情再加上眼泪，打动了不少
粉丝们的心。杨女士从2020年12
月开始，前前后后购买了所谓海洋
之星、钻戒、蜜蜡、珍珠等共计两万
多元的珠宝，可货到后，杨女士欲
哭无泪。

杨女士投诉说：“蜜蜡原价好
像是2900多，鉴定下来说是塑料，
人家也不给我鉴定了，直接说一看
就是假的”。

造假号被投诉后
换个平台继续骗

记者介入后发现，类似的投诉
并不在少数，并且不光珠宝是塑料
的，连视频号主人卖惨的故事也都
是虚构的。

然而，面对投诉，平台只是下
架了相关视频号，这位视频号主人
干脆转移到了另一个平台上，换了
个马甲，继续他的情感故事。受害
者们投诉无门，退赔无路。专业人
士指出，视频造假屡打不绝的原因
之一，就是涉及部门多，定性难，不
法人员违法成本极低。 据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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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带货卖苹果，有网络视频团队
教小女孩演戏“卖惨”，甚至给孩子滴
眼药水、掐哭孩子；有主播以资助孩子
为名，利用公众爱心售卖假珠宝……
为博眼球、增流量，一些视频发布者动
起歪脑筋，造假视频把人们的好奇心，
甚至同情心通直接兑换成金钱。

多部门出台网络短视频管理规范

专业人士指出，视频造假屡打不
绝的原因之一，就是涉及部门多，定性
难，不法人员违法成本极低。

近年来，相关部门一直重视网络
视频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2019年，《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规
范》出台，明确网络短视频平台实行节
目内容先审后播制度。

2020年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
出关于加强网络秀场直播和电商直播
管理的通知，平台要落实管建同步，对
违规不良内容精准预警和及时阻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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