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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万静

  医疗美容行业的发展，是人们生活质

量提高的标志，有庞大的市场需求。但不

可否认的是，医美行业在迅速发展的同

时，也出现了许多乱象。一些经营者为了

牟取不正当利益，对资质荣誉、产品功效、

整形疗效等进行虚假宣传，欺骗、误导消

费者。

  2021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重点领域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专项整

治，严厉打击医美市场虚假宣传、仿冒混淆

等不正当竞争行为，查办了一批医美市场

不正当竞争案件，着力规范医美市场竞争

秩序，彰显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整治医美市

场乱象的决心。

  据市场监管总局对外披露的数据显

示，2021年1月至9月，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

门共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5397件，罚

没金额3.5亿元。其中，涉及医美领域虚假

宣传案件71件，罚没金额355万元。

  在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10起医美市

场领域反不正当竞争案例中，涉及虚假宣

传医生资历、医疗机构资质荣誉，虚假宣

传医美产品功效、服务疗效，通过“刷单炒

信”、直播等方式虚假宣传等多种类型

案例。

  市场监管总局希望通过案例曝光，加

大以案释法力度，提醒广大消费者科学理

性消费，切不可盲目跟风，冲动消费。

医美机构超过3万家

执证医生不到5000人

  医美行业的违法问题，可以概括为“三

非”，即非法的医美机构、非法的医美医生、

非法的医美产品。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医美机构超过3万

家，而持有美容外科主任医生证书的医生

不超过5000人。实践中，由于医生少、需求

大，一些医疗机构以所谓名医名师、专业医

疗资质等噱头，为医疗美容效果背书。通过

虚构、夸大医生资历、医疗机构资质荣誉等

方式，给消费者以服务品质保证的假象；甚

至将容貌出众与“高素质”“成功”等不当关

联，编造“整容改变命运”等故事，欺骗、误

导消费者，扭曲审美认知。

  2020年7月，执法人员到四川省绵阳韩

美医疗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现场检查，发现

该公司店内墙壁上的“专家介绍”栏集中对其机构医生姓名、荣誉资质、

擅长项目等进行了详细介绍，但其中的“曹某某”“郑某某”既不是该公

司的特约专家，也未在韩美公司开展过医疗整形服务，在不能提供这两

位“专家”荣誉资质、擅长项目的证明资料情况下，仅凭同行推荐，就将

两人信息放于首要位置进行宣传。

  同时，该公司还杜撰自己是从韩国首尔发展而来，有68家分支机

构，国际级连锁医疗美容机构等虚假情况。

  当地执法机构据此认定：韩美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罚款10万元。

  作为医美、整容产业经济发达的国家，“韩国背景”常常出现在“医

生、专家”背景介绍中。和上述案例一样，在江苏省南京美贝尔美容医院

有限公司虚假宣传医生资历案中，同样将“韩国背景”内容写入“医生”

背景介绍当中。

  美贝尔美容公司于2020年8月制作了6个KT广告板，分别介绍陈

某、刘某某等6名工作人员信息。其中，陈某为“韩国首尔大学医学院特

聘外籍教授、澳洲墨尔本整形专家课程国际讲师”，刘某某为“日韩鼻整

形协会荣誉会员、凝时焕眸术整形专利获得者”等宣传信息，经调查为

不实信息，是该公司为了包装医生进行的夸大、虚假宣传。

  最终，美贝尔美容公司被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罚款10万元。

夸大产品或服务疗效

风险后遗症避而不谈

  医美行业乱象丛生，在利益的驱动下，一些医美机构在消费者中制

造“容貌焦虑”“身材焦虑”情绪，虚假宣传、过度宣传等问题凸显。有的

机构虚构诊疗前后对比图，有的一味夸大产品或服务疗效，通过使用虚

假案例、虚构疗效等方式，对医美效果进行虚假宣传，对风险、后遗症避

而不谈。

  规范医美市场营销宣传，不仅要清除虚假、夸大宣传等弊病，还要

整治通过“软文”“种草笔记”等形式进行植入推广、虚假营销等变相误

导公众。

  2021年4月，浙江省温州建国化妆品有限公司组织开展“凤凰阳光

光子床养生项目发布会”，宣传光子能量产品，称可以“睡眠质量优化

85%”“体内毒素净化69%”“亚健康改善90%”等。

  建国公司经营的光子能量垫、光子能量腰带为一般产品，属于非

医疗器械，却宣传其具有疾病防治效果、医疗功能，而且还通过制作

宣传资料、编写使用宣传话术资料、组织开展美培会等方式，虚假宣

传上述产品的性能、功效，以达到诱导客户购买的目的。截至被执法

人员查获之日，该公司销售金额共计33.5万余元，销售利润为6.7万

余元。

  执法机构最终认定，该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

第一款的规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20万元。

客户评价成消费参考

虚假评价误导消费者

  随着医美行业消费渗透率提升，消费群体日益大众化，低龄和初次

接触医美的消费者也越来越多。鉴于医美行业具有价格高、涉及专业知

识复杂、一旦决策失误需要承担较大风险等特点，很多消费者常常在消

费之前通过网络研究“攻略”，因此“客户评价”是消费者进行医美消费

决策的重要参考因素。

  为此，“消费评价”等原本需要消费者依据真实服务体验来撰写的

内容，被部分不良医美机构弄虚作假。一些医美机构通过“刷单炒信”，

编造用户评价、直播带货等方式虚构交易、虚假评价，误导消费者盲目

消费、冲动消费，甚至出现医美整形失败等案例。

  江苏省南京熙涵医疗美容门诊有限公司为了尽快打开市场，从

2020年6月起雇佣张某等8名刷单人员，在当事人网店里以消费者身份

下单并支付费用，实际并不消费。交易完成后，熙涵公司将下单的费用

退还给刷单人员，并按照30元/单标准给予刷单佣金。

  经调查，2020年6月至2021年1月，熙涵公司以实际下单、不实际消费

的方式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在网络平台上形成虚假的销售状况及

用户评价，当事人共计刷单220笔，刷单佣金6600元，支付刷单费用13.48

万元。

  执法机构认定该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责令其停止违法行

为，并处罚款3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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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春 文丽娟

  “经营一份感情，本应如同栽种一盆兰

花，起初始于爱慕兰花之美，播种后便是日日

辛勤的照料，半刻不得松懈。兰花会生病，感

情也是一样。虽然现在你们的感情‘病’了，但

是回想下你们最初的美好，初见时的笑靥如

花，接触后的怦然心动，相恋后的如胶似漆，

用你们的耐心，用你们的坚持，爱情之花终会

再开，更胜从前般绚烂……”

  这段温情的话语来自浙江省龙港市人民

法院出具的一份离婚调解书，案件代理律师

将这份法官寄语发到微信朋友圈后，被媒体

转发，引发大量网友点赞，阅读量高达47万

余次。

  自去年年底创新推出首份法官寄语以

来，龙港法院目前已发出法官寄语562份。一

份份法官寄语折射出怎样的司法温情？《法治

日报》记者就此展开一线调查。

法官寄语“火出圈”

法情理交融显柔情

  这份“火出圈”的法官寄语背后的离婚案

并不复杂：夫妻双方分居6年，夫妻关系名存

实亡，但因为财产和孩子抚养问题无法达成

一致，只得提起诉讼。

  起诉后，女方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合

计1200万余元。法庭上，双方情绪激动，唇枪

舌剑，互不相让，审判过程一度陷入休庭

状态。

  通过对案件的梳理，经办人谢春凤法

官发现要将案件实质性化解，必须找准两

人诉求中的共同点和心理承受的临界点。

于是针对有争议的财产和抚养权问题，她

先让双方各自阐述自己的想法，并采取“背

对背”的方式进行调解，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希望两人换位思考，以互谅互让的态度

化解纠纷。

  “双方的感情之前还是不错的，家庭也算

和睦，所以我就引导他们为子女考虑，即便不

能再继续一起生活，也应该考虑怎么和平解

决，怎么更好地迎接未来。就这样抽丝剥茧，

逐步做心理铺垫。”回忆这起离婚案，谢春凤

颇有感触地说。

  最终，通过反复引导，双方当事人表示愿

意尝试诉中调解。在综合各方诉求后，谢春凤

针对双方财产分割与抚养问题三易调解方

案，促使双方当场达成离婚调解协议。

  “如果不是调解达成协议，财产经评估、

判决、执行、拍卖等程序，可能要等一两年才

能分割好，两败俱伤。”双方的律师事后这

样说。

  当天晚上，谢春凤为双方当事人出具调

解书，同时附上她的寄语：“在今后的生活中，

希望你们能够学会在万象大千中抓住重心，

不要过于计较个体的得失，也不要徘徊在偏

见的山坳里踟蹰不前，生活从来不是一个人

的事情……真诚地期待你们未来的路走得安

稳，且行且珍惜。”

  读着法官送来的“心灵鸡汤”，女方当事

人的眼角湿润了，以前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场

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调解书后面的法官寄

语给了我莫大的勇气和力量，就像阴霾中的

一缕阳光，我会带着孩子好好生活下去的。”

她说。

转变理念创新机制

摆脱找茬诉讼怪圈

  “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屈原在

《楚辞·九歌·礼魂》中盛赞兰花的诗句，是谢

春凤写寄语时灵感的来源。坐在审判席上，看

着双方当事人唇枪舌剑，从最亲密的人变成

了“仇人”，她感触良多，便在当晚加了个班，

洋洋洒洒写下了500多字的寄语。

  这份法官寄语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后，谢

春凤直言意想不到，“我只是想踏踏实实俯下

身，充当有血有肉普通人的角色，用自己的人

生感悟和当事人讲一讲做人和做事的道理”。

  如此温情的法官寄语最初是怎么来的？

  去年12月，综合审判庭副庭长黄通利接

连办理了数起离婚案件，但在回访时却发现，

原告、被告双方虽然被判离婚了，但往往女方

受到的冲击和影响更大，有几名女性因此意

志消沉、不修边幅，有的暴瘦，有的暴胖，对生

活失去了信心。

  “怎么办？案子判完后，肯定还有一些事

情是要去做的。”黄通利说，简单的“准予离

婚”几个字并不能抚平当事人双方心中的创

伤，如何弥补法律简单介入家事纠纷的苍白

无力，在化解矛盾的同时让他们重拾亲情，考

验着司法的智慧。

  结合自己13年的办案经历，黄通利发

现，邻里、家事纠纷中，当事人多半打官司是

假，想出口恶气是真，甚至还会要求解决不

相干的纠纷。面对情绪激动的当事人，法官

时常面临“有理说不清”的窘境，无奈之下只

能“就事论事”，导致一些裁判结果无法让当

事人满意，不仅不能化解矛盾，反而双方积

怨因诉讼不断加深，陷入“找茬诉讼”的

怪圈。

  “亲情一旦破裂，造成的误解非常不易消

除，甚至影响几代人的关系。对于调解不成的

情况，不得不以判决结案，法官虽然完成了纸

面上的工作，但化解纠纷的目的却没有达到。

法官在判决书中虽可以兼顾情理，但囿于格

式和结构限制，更多表现为对证据规则和法

律适用的认定，加之法律释明和调解工作的

不足，导致判决书本身的说理功能大打折扣，

裁判结果显得比较突兀，可能会引起当事人

的误解，甚至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黄通

利说。

  这些思考加上去年年底集中出现的离婚

案件影响，让黄通利萌生了附上法官寄语的

想法。

  在他看来，法官寄语文无定式，可在法律

与当事人之间搭建思想沟通平台，法官通过

找准双方矛盾产生的根源和关键，从恰到好

处的角度入手成文，用当事人听得懂、信得过

的语言和当事人交流，让其充分感受到法律

之外的人情味，打一个“公正、明白、便捷、受

尊重”的官司，这样才能引起当事人的反思，

从而督促其自觉履行义务，真正做到服判

息诉。

  黄通利的这个想法得到了龙港法院院长

董忠波的大力支持。董忠波迅速组织多名资

深民事审判法官进行会商研讨，确定预期效

果：希望唤起当事人对于这段感情的美好回

忆，即使无法完全修复破损的婚姻，也能以这

种方式减少双方当事人对对方的负面情绪；

以期许的方式鼓励当事人勇敢走出阴影，学

会宽容和爱，重新迎接新的生活。

  那段时间，龙港法院的法官们积极研究

名人名言和一些温情的、传播度高的散文，发

现“心灵鸡汤”式写法可能更适合寄语，便确

定了寄语的表述方式和基本框架。

  去年12月24日，龙港法院发出了第一份

法官寄语。“当时心情很激动，期待能有好的

效果。”黄通利回忆说，后来被律师点赞、被当

事人认可时，大家都很有成就感。

  当事人和律师的肯定给予龙港法院法官

们莫大的支持，此后他们一发不可收拾，一桩

家事纠纷结案后，便根据案情有针对性地发

出法官寄语，附于每一个家事纠纷的裁判文

书后。截至目前，该院已发出了562份法官寄

语，实现家事纠纷法官寄语全覆盖。

化解矛盾重拾亲情

诠释“司法软实力”

  写寄语对于法官们来说是额外增加的一

项任务，他们一般是在工作结束后“挑灯夜

写”。有时候，办案、写裁判文书、开会研讨复

杂案件等事项赶在一天，等忙完后再去写寄

语，此时已经到了深夜。

  黄通利清晰地记得，这大半

年来，他好几次都是凌晨1点

左右开始构思寄语，写完

已经到了凌晨3点。“虽

然辛苦，但是看到当

事人因为我们的工

作感受到了司法

的温度，值了！”

  记 者 了 解

到，有些当事人

第一次起诉离婚

之后，经过法官劝

解而撤回起诉，收

到附在裁定书后的

法官寄语后，开始回

忆双方最初的甜蜜，并

深刻反思自己在婚姻中的

行为，最终双方重归于好。

  李某和杨某是一对年轻夫妇，

今年年初两人因家庭矛盾诉讼离婚，在法

庭上针锋相对。黄通利耐心调解仍无济于

事，便判了两人离婚，同时给他们送上一份

法官寄语，“你们的爱情本应和美如玉，而非

为家庭琐事争吵不休。诚然，柴米油盐酱醋

茶会成为前进的负累，但是为爱负重，哪怕

累一点，也会成为独美的风景”。

  让黄通利没想到的是，判决离婚3个月

后，他竟然碰到李某和杨某手拉手在逛街。两

人说，那段法官寄语对他俩的触动很大。

  “看到当事人能和好如初，我为自己身为

一名法官而自豪。从多个角度进行换位思考，

也许就是一句饱含深情的话语，让当事人产

生情感触动，既化解了矛盾又让他们重拾亲

情，一举多得。”黄通利感慨道。

  谢春凤对此也深有感触，她曾化解了一

桩矛盾激烈的家事纠纷，女方因为双方矛盾

激发闹着要离婚，男方却宣称如果离婚便要

报复女方。在了解案件始末后，谢春凤认为，

这样的案件如果简单地一判了之，不利于矛

盾的化解，极有可能会激怒男方，进而引发一

些潜在风险。

  面对两难的困境，谢春凤一方面邀请心

理疏导师对双方进行心理疏导，稳定情绪；另

一方面又多次劝导双方，缓和关系，并耐心阐

释案件走向、财产分割等各方面的法律问题。

最终，男方同意离婚，双方和平“分手”。

  “两年的婚姻虽然留给你以创伤，但同样

也留给你以至宝，在你的眼中我可以看出你

对孩子的关爱。纵有千般不是，你们也在最美

好的年纪里收获了爱情最好的结晶。往后时

光荏苒，且暂把积怨放下，此后一别两宽，但

莫负稚子欢颜。”谢春凤在法官寄语中对女方

表达了美好的祝愿。

  随着一份份法官寄语的起草、发出，谢春

凤对法官寄语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她

说：“法官寄语作为裁判文书说理的有效延

展，是对法官调解工作的高度凝练，这种书面

化的道德感化语言，不仅能够填补裁判文书

格式化的不足，还能充分发挥其亲情感化功

能，拉近法律和当事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柔

化、感性、道德的力量来教化当事人，是‘司法

软实力’的最好诠释。”

  在董忠波看来，法官寄语实际上是沟通

群众和法官情感之间的桥梁，在公正司法的

前提下，为保障实现政治、社会、法律三个效

果相统一提供了一条捷径。司法的温度重新

定义了当事人心中的公平正义，也为龙港法

院践行“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感受

到公平正义”这一理念探索出一条新路子。

调解优先多元化解

创新家事审判机制

  实际上，法官寄语是龙港法院创新家事

审判模式的一个缩影。

  2019年11月12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龙港市人民法院设立；次年1月21日，龙港法

院正式挂牌成立。作为一个随着龙港市“撤镇

设市”行政区划改革而建立的新兴法院，龙港

法院自设立之初便扛起了改革的大旗，严格

贯彻落实上级法院“深化家事审判改革”的工

作部署。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随着我国

社会转型速度加快，传统的家庭结构和功能

发生深刻变化，家事纠纷问题日益凸显。如何

深入推进家事化解服务“一件事”改革，推动

家事审判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让家事审判

在法情理交融中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尽显

司法柔情？龙港法院一直在探索。

  针对家事案件多为家庭成员内部发生矛

盾冲突的特点，为了全面打赢每场“情感和家

庭”保卫攻坚战，龙港法院把调解作为化解家

事纠纷的最重要手段和首要结案方式，建立

起司法、行政和社会力量链接，人民调解、行

政调解和行业调解联动的新型家事纠纷综合

调解机制，以专业化、规范化、多元化提升调

解质效。

  据董忠波介绍，近两年来，龙港法院共受

理家事审判案件482件，调撤率74.29%，另有

326件家事纠纷化解于诉讼之前。

  同时，龙港法院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

家事审判工作指引，包括特邀调解、家事财

产申报、家事调查、心理咨询、冷静期、人身

安全保护令、家事观察团、法官寄语等工作

机制。

  “我们借用家事审判工作改革机制作武

器，特邀家事调解员和家事调查员作斥候，心

理咨询和家事回访作后援，再用法官寄语作

为最后的‘炮弹’，触及每个当事人内心最柔

软的地方，唤醒当事人心中尘封、冷却的亲情

和爱情。”谢春凤说。

  接受记者采访的法官们都谈到，这次

“火出圈”的法官寄语，让他们更有动力、更

有信心坚持下去。黄通利告诉记者，接下来

他们将努力完善未成年人权益代表人制度，

引入社会组织、心理辅导师作为孩子的代表

人，了解孩子现状，由哪方抚养更有利，由代

表人提出意见反馈给法官，由法官在审理案

件时参考。

  “未成年人可能看不太懂法官寄语，但他

们的权益需要司法来保障，如何保障是我们

正在积极探索的方向。”黄通利说。

  董忠波表示，作为“家事审判改革示范法

院”，龙港法院将继续推进家事审判制度和工

作机制改革，以当事人的司法获得感为出发

点，更加注重情感、伦理、家庭关系的整合、调

整和修复，持续擦亮家事审判金名片，持续推

进“护苗行动”，将司法服务的温情延伸到庭

外，赋予家事审判更多人性化、温情化的

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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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浙江龙港法院创新家事审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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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去年年底创新

推出首份法官寄语以来，龙港法

院目前已发出法官寄语562份，实现家

事纠纷法官寄语全覆盖

  ● 法官寄语作为裁判文书说理的有效

延展，能够充分发挥其亲情感化功能，拉近法

律和当事人之间的距离，引起当事人的反思，

督促其自觉履行义务，真正做到服判息诉

  ● 龙港法院将继续推进家事审判制度

和工作机制改革，擦亮家事审判金名片，持

续推进“护苗行动”，将司法服务的温情

延伸到庭外，赋予家事审判更多

人性化、温情化的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