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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
一系列“网红”直播卖惨、虚假助
农等违法行为的背后，是一套完整
的获利运作模式。

“贫苦善良女孩”为摆拍
“原生态农产品”来自批发市场

一个名叫“凉山孟阳”的年轻
彝族女孩父母双亡，需要拉扯几
个 弟 妹 长 大 ； 她 穿 着 破 旧 的 衣
衫，身后的房屋残破不堪……假
装身世悲惨笑对生活，很快积累
了大量“粉丝”。

不久之后，女孩开始了直播带
货。在一场直播中，她一边剥开手
中的山核桃一边说：“不要给我刷礼
物，你们用给我刷礼物的钱买山核
桃，相当于支持了我们这边很多的
叔叔阿姨。”

然而，很快就有网友质疑她售
卖的农产品质量。更有网友实地走
访后发现，她不仅父母健在，平时
衣着也干净讲究，还不时出入高档
场所。

“摆拍！假的！”有网友在“凉
山孟阳”的直播间里留言并向平台
举报。面对质疑，主播却将网友踢
出直播间，又雇佣网络“水军”攻
击举报人……

“相同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凉山孟阳”的套路并不新鲜。早在
2016年，凉山州警方就打击过一批
到凉山乡村进行摆拍、搞“假慈
善”的主播。“直播带货”则是近年
来利用公众对凉山的关注从中牟利
的“升级版”。

2023 年 6 月，昭觉县公安局对
“凉山孟阳”立案侦查，一家MCN
（多频道网络）机构——成都澳维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浮出水面。

警方告诉记者，这家机构通过
事先设定好的剧本摆拍“吸粉”，在
短视频平台孵化出“凉山孟阳”和

“凉山阿泽”两个“网红”账号，随
后开始利用账号直播带货。

“他们带的货有山核桃、雪燕、
红花、贝母、羊肚菌等。”昭觉县公
安局民警王虎介绍，“凉山的确出产
核桃和少量天麻，但红花、雪燕根
本不是这里的特产。”

警方发现，所谓的“原生态农
产品”大多来自成都的批发市场。

“以山核桃为例，进价约每斤5 元，
卖给网友的价格在 10 至 13 元不
等。”王虎说。其间，MCN机构还
雇佣网络“水军”在直播间制造爆
款、抢单假象，诱导消费者购买。
据警方侦查，该 MCN 机构以此套
路销售额超3000万元，非法牟利超
1000万元。

这样的手法与2023年12月被判
刑的“网红”主播“赵灵儿”“凉山
曲布”如出一辙——MCN 机构联
系四川、江苏、云南等地的供应
链，低价购入蜂蜜、核桃等农副产
品，假冒“大凉山特色农产品”商
标，以次充好、以假充真，将假冒
产品销往全国20余个省份，销售额
超千万元。

“卖惨”带货背后有条产业链

前端打造“人设”、孵化“网
红”，中端剧本拍摄、电商运营，末
端农产品供应、流量变现……凉山

州公安局有关民警对记者表示，在
侦办类似案件过程中发现，虚假助
农直播的背后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
运作模式。

首先，幕后团队物色有“网
红”潜质的年轻男女，为他们量身
定制“人设”、写好剧本。例如，

“凉山曲布”是淳朴的彝族青年，
“赵灵儿”是“助力大凉山”的善良
女孩。最初，他们用偶遇、蹭饭、
送水等戏剧化的桥段吸引流量，拥
有一定粉丝量后，便开始拍摄在山
里收核桃、采蜂蜜的视频，为直播
带货做铺垫。

其次，这些视频往往通过安排
特定元素，精准击中社会情绪：偏
远闭塞的山区环境，女主角身上破
烂的衣服和灿烂的笑容，破烂不堪
的房屋，淳朴天真的孩子……加之
戏剧化的剧本和纪录片的拍摄手
法，以及大量“水军”刷好评，一
系列套路下，很多人深受感动，赶
紧掏腰包积极“助农”。

据了解，“凉山孟阳”真名叫阿
西某某，其家庭曾是建档立卡贫困
户，多年前已经脱贫；她视频中拍
摄的破旧房屋是村中早已废弃的一
栋农舍。

卖惨直播刺痛了凉山广大干部
群众的心。“脱贫攻坚以来，凉山的
变化日新月异。MCN 机构利用外

界对凉山贫穷闭塞的刻板印象打造
‘人设’，欺骗了广大消费者，也伤
害了当地干部群众。”昭觉县一名基
层干部表示。

加强MCN机构监管
规范助农直播

昭觉县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认
定，MCN 公司低价购入非凉山农
副产品，通过阿西某某 （“凉山孟
阳”）、阿地某某 （“凉山阿泽”）
在抖音平台以直播带货的方式，对
商品进行虚假宣传并大批量销售，
其行为构成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
定的虚假广告罪。

据了解，2023年以来，凉山州
网信部门联合公安、市场监管、农
业农村、商务等部门，深入开展

“清朗·从严整治‘自媒体’乱象”
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摆拍卖惨、虚
假助农、伪慈善等违法违规行为。

专家指出，当前助农直播带货
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对
正规的助农直播带货要加大支持力
度；同时，不能让虚假助农、卖惨
直播这颗“老鼠屎”坏了助农带货
这锅“汤”。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王炎龙表示，为牟取暴利，一些
MCN机构奉行“唯流量论”，以摆
拍、造谣、编造剧本等欺骗网友，
挑战公序良俗甚至法律底线。“监管
部门要加大对 MCN 机构管理力
度，建立有效的行业规范，对违法
违规的机构果断采取处罚措施。互
联网平台守土有责，对内容要全面
履行审核义务，抵制无下限、无底
线博流量的行为。”

办案民警王虎说：“‘网红’一定
要诚信从业，不要试探法律的底线。
也希望广大消费者提高警惕，提高甄
别能力，不要盲目相信‘网红’主
播。” 新华社成都3月26日电

“贫苦善良女孩”卖“原生态农产品”？
——揭秘直播卖惨背后黑色链条

新华社武汉3月27日电 相貌
端 正 、 身 材 匀 称 、 有 点 “ 职 业
病”……湖北省博物馆日前正式公
布云梦睡虎地秦简主人“喜”的3D
复原像，及睡虎地出土人骨综合研
究成果，还原出一位秦代基层官吏
勤勉的鲜活形象。

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
出土的竹简，揭开了秦朝法律的神
秘面纱，后曾入选全国“百年百大
考古发现”。从 2019 年开始，湖北
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和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对云梦睡虎地
M11墓主人“喜”的骨骼进行体质
人类学等方面的综合研究。

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王先福介
绍，“喜”各部分骨骼保存较完好，

综合对颅骨、下颌骨、骨盆等形态
特征的观察，证明该墓主为男性。
根据股骨最大长推算，他身高为
161.5厘米。根据对左侧股骨头最大
径的测量，推测其体质量为59.9公
斤。从耻骨联合面、臼齿磨耗度等
方面综合考量，他的年龄应为45至
50岁。

“‘喜’生前存在高低肩，有
颈椎病，经常跪坐对下肢造成了损
伤，这些与他长期从事文史记载、
伏案工作有关。”王先福说，“喜”
的骨骼各处存在病理现象，椎骨、
上肢骨有骨性关节炎。

为了加深对“喜”的感性认
识，进一步讲好中华简牍故事，研
究人员通力合作复原“喜”的面貌

——依据“喜”的头骨，通过二维
线性测量和三维全景照相技术采集
到精确数据，重建高精度颅骨三维
模型，精确地分析其颅面部特征；
模拟面部肌肉模型、添加面部软组
织，并综合运用虚拟素材比对技
术、数字雕刻技术等生成面部白
膜，再添加五官、皮肤纹理和毛
发；然后结合该化石的生物人类学
信息和考古学遗址的环境背景因
素，对其肤色、发色、瞳色等特征
进行复原。

近半个世纪前出土的湖北云梦
睡虎地秦简是中国考古史上首次
发现的秦简，其墓主人“喜”一
直以来备受业内关注。云梦睡虎
地 M11 墓出土了 1155 枚竹简，共

有 4 万余字，这些竹简都是“喜”
的 陪 葬 品 ， 由 其 生 前 摘 抄 、 记
录，内容包括当时的法律制度、
行政文书和医学著作等，以及自
秦昭襄王元年至秦始皇30年秦灭六
国统一全国之大事。

“国事家事被‘喜’以编年纪的
方式一一记下，这些‘小人物’的
故事往往未见于史书，却能展现背
后宏大、激荡的历史。”湖北省博物
馆学术研究中心主任杨理胜说，希
望通过复原“喜”展现给大家一个
普通历史人物的生活状况，勾勒出
秦代历史的关键一环。

据悉，今年内，“喜”的 3D 复
原像将在湖北省博物馆通史展厅
展出。

2000多年前的秦吏“喜”长啥样？
湖北首次公布其3D复原像

“身世悲惨”的女孩坚强生活，“动人故事”的背
后是早已设定好的剧本；打着“助农”旗号售卖的

“大凉山原生态农产品”，实际是从批发市场低价采购
来的……近日，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人民法院对“凉
山孟阳”“凉山阿泽”案一审宣判，8人因虚假广告罪
被判处9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2万
元至10万元不等罚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