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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 春

□ 本报通讯员 彭高翔

  公益林规范保护、废弃尾矿处

理 和 开 发、西 苕 溪 水 域 综 合 治

理……近年来，浙江省安吉县人民

检察院的森林检察官们一路奔走，

一抹检察蓝和绿水青山交相辉映。

  桃李春风，万木争荣。在新的一

年里，该院的森林检察官们继续奔

走在春天里，用脚步织就守护生态

的严密法网。《法治日报》记者近日

走进安吉，对此进行了实地探访。

评估量化生态损失

明确生态修复路径

  农用地保护是安吉县检察院近

年来关注的重点。

  3月3日，针对一起非法占用农

用地民事公益诉讼案，安吉县检察

院组织召开了一场专业论证会。专

家们齐聚一堂，针对如何量化当事

人破坏农用地造成的生态损失、如

何明确生态修复路径展开了论证。

  葛某某是大路桥自然村村民。

2010年，他从村民手中租赁大片土

地对外出租，在未办理农用地转建

设用地审批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将

大片土地平整、填方，部分地面进行

水泥硬化。经鉴定，案涉地块林地种

植条件和耕地耕作条件受到严重损

害，严重违背农用地保护政策，损害

环境公益。

  立案后，森林检察官马兰多次

来调查现场，并从国土部门调取规

划图纸，明确地块设计林地、园地、

耕地三种地块类型。葛某某非法占

用时间长，不同地块类型叠加，破坏

行为也是陆续发生，如何在复杂条

件下准确测算生态损失，是提起该

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最大难点。为此，

马兰联系到浙江省生态环境科学设

计研究院，委托其对破坏情况进行

评估。

  1月18日，马兰和专家们一起来

到现场，使用无人机等专业设备，从

专业角度完成了一次完整的现场勘

查，并询问租赁人有关情况。地块从2010年以来被渐进式破

坏，为明确细节，马兰又联系国土部门工作人员，调取红线内

历年植被覆盖情况，并联系专家共同磋商讨论。在证据基础得

到充分夯实后，浙江省生态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出具了详细

的评估报告。

  “评估区内生态环境损害事实明确，原有农用地相较于基

线发生了不利改变，服务功能受损。报告通过农用地碳汇测算

的方式量化生态损失，做到了科学精准的要求，也是一种创

新。”论证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葛某某的行为损害了生态环

境，对确认生态损失和修复责任的方式也表示认可。

  目前，安吉县检察院已对葛某某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

赔偿生态功能损失和修复费用。案件将择期开庭审理。

举行公开直播听证

提升群众商标意识

  今年3月初，在茶苗培育的关键期，检察官们来到安吉县

黄杜村，了解茶苗种植和安吉白茶品牌保护情况。万亩茶园风

声正劲，在茶山上，茶农们和检察官回忆起去年的一起民事公

益诉讼案件。

  早在2001年，“安吉白茶”就已获得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福建人王某在某网购平台上经营着一家网店，近年来到

店询问安吉白茶的客户越来越多。为获取收益，王某网购大量

未经授权的印有“安吉白茶”字样的包装袋，并购买、灌装当地

绿茶2400余斤在网购平台上销售，严重贬损了安吉白茶的品

牌声誉。

  之后，安吉县农业农村局茶叶站的工作人员向该县检察

院介绍了有关情况，并提出希望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请求。检

察官们立即行动，在刑事案件的证据基础上，又向安吉白茶协

会、知名茶企、种茶大户等了解情况，调取到商标注册情况、授

权名单、《“安吉白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等证

据，并电话询问部分消费者、查询销售记录。

  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商标保护意识，更精准地办理此类案

件，检察官李国芳决定在该县溪龙乡黄杜村万亩茶山举行公

开直播听证会。听证会上，听证员围绕侵权人侵害法益领域、

侵权行为是否涉及公共利益，以及拟支持起诉请求合理性等

听证事项进行提问和讨论，并发表专业性评议意见。

开展专项监督工作

共同守护青山绿水

  “今年一开春，老方就找到村委，让帮忙联系专家，按照去

年签订的协议，完成补植复绿工作。”3月，森林检察官们陆续

开展补植复绿落实专项监督，在天荒坪镇大溪村，村委委员边

走边向检察官们介绍情况。

  老方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靠山吃山一辈子。2018年开

始，他在大溪村曹家坞自然村的承包山上种起了茶树，为了

保证采光，他通过根部环切的方式破坏了一棵野生金钱松。

2020年5月，他又砍伐了一株野生榧树。2022年，护林员在巡山

时发现异常，在安吉县检察院“乡村微检察”平台上传了

线索。

  森林检察官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刑事案件很快移送至

安吉县检察院审查起诉。经鉴定，被毁坏的两株树木属于国家

二级保护植物，且已死亡。

  老方破坏的树木位于省级公益林，除了刑事责任，还需承

担环境公益受损的生态损害赔偿责任。如何更精准地确定生

态损失？马兰多方走访，引入碳汇计量方式，确定被毁树木的

胸径、树龄、材积等关键数据后，通过公式测算出碳汇损失，作

为赔偿的重要依据。

  经公开听证，老方被作相对不起诉处理。同时，老方需支

付公益损害赔偿金1043.7元，并补植金钱松幼树和榧树幼树各

两株。听证时正值盛夏，不宜种树，老方签订协议，承诺在今年

春天补植。

  “检察官们，我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对生态造成的破

坏。”在现场，扶着刚种下的4棵幼树，老方郑重地对检察官说，

“我不但会完成补种义务，保证这几棵树顺利成长，还会加入

村里的护林员队伍，一起守护家乡的山山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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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擦边主播”毒害了青少年
记者调查网络擦边行为泛滥现象

  ● 擦边行为是指在直播短视频等平台上靠衣着暴露、行为挑逗吸引眼

球的低俗行为。主播们采用这些擦边行为以软色情方式吸引流量，从而获得

商业利益。此类行为不仅违背公序良俗，还涉嫌低俗软色情营销

  ● 一些直播平台对于擦边行为作出了明令禁止和警告说明，但因各平

台存在不同的判断方式和审核模式，对擦边主播的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导

致擦边行为未得到合力整治

  ● 进一步完善互联网规范和法律，同时压实平台责任，对网络主播加

强培训和教育，对网民加强引导，以期形成各方合力，共同净化网络空间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关楚瑜

  “感谢大哥下的订单，那我现在就来跳一段大哥

最喜欢的舞蹈！”在某短视频平台的售车直播间里，

一位女主播身穿黑丝短裙，伴随着音乐扭动身体。在

播放拍摄汽车的视频中，衣着性感的女主播对着镜

头不停撒娇，给汽车挂挡时，镜头聚焦了她穿黑色丝

袜的大腿……

  “卖车也开始擦边了吗？就不能正常点吗？”有网

友在评论区中说道。

  擦边，网络用语，是指在直播短视频等平台上靠

衣着暴露、行为挑逗吸引眼球的低俗行为。《法治日

报》记者近日在采访中发现，擦边行为在网络上层出

不穷。部分主播不仅靠发一些擦边内容吸引眼球，甚

至为了增加视频播放量，还会特意打上“擦边”的

标签。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擦边行为不仅违背

公序良俗，还涉嫌低俗软色情营销，污染网络环境、

毒害青少年，建议进一步完善互联网规范和法律，同

时压实平台责任，对网络主播加强培训和教育，对网

民加强引导，以期形成各方合力，共同净化网络

空间。

从擦边女到擦边男

擦边引流令人反感

  不仅是直播带货，当下流行的直播PK（一种新

型的直播互动方式，指两位主播进行“连麦”相互

PK，以打赏金额的高低来比较输赢）中，也掺杂着不

少擦边行为。

  山东济南的杨洋（化名）是一位主播，他在和一

些女主播进行PK过程中，经常看到类似的场景：女

主播为了赢下PK，在自己胸口和大腿上写下打赏大

哥的名字，以此吸引更多打赏。这种明显的挑逗行为

让人难以直视。

  而在直播互动中，擦边行为更是常见。记者浏览

多个直播间看到，一些女主播身着深V的上衣坐在镜

头前，直播间文字介绍称“啤酒弹、鲜花看、墨镜转”，

原来，只要有粉丝送一个礼物，比如“啤酒”，主播就

会拉起一次文胸的肩带……还有的直播间放着让人

听了脸红的音乐，被主播称为“沉浸式体验”。

  在网络上，网友将有擦边行为的女主播称为“擦

边女”。但记者注意到，近期一些男主播、男博主也加

入了擦边的行列，将擦边作为吸引流量的“密码”。

  前不久，某饮料企业直播间画风突变，从原来性

感、丰满的女主播改为穿着紧身背心和短裤的男主

播，这些男主播在时下网络流行歌曲中跳舞、秀肌

肉、对着镜头摆Poss。此举被网友称为“换汤不换药，

还是擦边那一套”。

  记者注意到，这些男主播、男博主“不约而同”地

换上了灰颜色的运动裤或紧身裤，要么露着腹肌，要

么顶胯跳舞。渐渐的，穿灰色裤子被打上了“擦边男”

的标签。在某短视频平台上，“灰色裤子”的播放量高

达1624.9万次。

  很多博主还以“擦边”作为自己的用户名或文

案，以期吸引更多的关注和热度。而在这些擦边内容

的评论区里，伴有不少性暗示的留言。

  更让人难以接受，乃至很多网友直呼辣眼睛的

是——— 一些男主播身穿女性性感蕾丝内衣等进行直

播。直播中，男主播不仅站在摄像机前展示内衣穿

搭，而且还对镜头做出害羞、比心、原地转圈圈、摆

pose等动作。

  “这种情况真的很尴尬。”视频下有网友评论道，

“明明是女生穿的衣服，却让男生来进行展示，搞得

我都不知道该给谁买了。”

  “这完全颠覆了我认知中男性的定义。”来自江

苏的家长王女士不无忧虑地说，有一次她看到上小

学的儿子刷到这样的短视频，立即上前制止，她希望

孩子从网上看到健康、阳光、传播正能量的男主播，

而不希望孩子被这些擦边视频误导。

  来自北京的张伟（化名）手机上安装了10余款社

交App，他在日常使用过程当中，经常会刷到擦边视

频和照片。“为什么天天给我推送这种内容？”张伟

说，或许有些人喜欢擦边行为，但相信更多人肯定是

反感的，尤其是现在未成年人上网的越来越多，希望

有关部门出手，净化网络环境。

擦边视频观感不佳

流量收益却很显著

  在社交平台上，靠打标签来获取热度的作品数

量庞大。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搜索“擦边”标签发

现，其播放量高达60.2亿次。

  擦边为这些视频带来了巨大的热度和流量收

益。而在打着“擦边”标签的热度作品中，记者发现并

不是所有的视频都以低俗擦边为主要内容。但是对

比同类视频，使用“擦边”这一标签的作品流量，明显

要高于不打“擦边”标签的视频。

  山东烟台的李微（化名）是一名短视频平台的忠

实用户。在发布视频时，她发现视频的流量始终有

限，但如果打上“擦边”标签，浏览量明显就上来了。

  某平台一位入驻时间不长的男性舞蹈博主，在

视频中身穿女性衣服，跳着韩式辣舞，这种明显的反

差行为为其带来了大量的流量收益，单条视频播放

量最高可达69.1万次。

  而在这些视频下面，除了有赞美博主的评论，还

有大量批评、讽刺的不友好评论。有网友说：“跳舞就

跳舞，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

  还有评论直言：擦边男的泛滥，可能会导致受众

产生性怀疑和自我认知差异，使其精神和世界观发

生变形，从而造成严重后果。对于未成年群体来说，

他们更容易受到这种行为的毒害。

  “擦边行为是一种吸引眼球、吸引流量的手段，

借此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

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认为，擦边不仅是内容传播的问

题，更是价值观的问题。如果不及时进行治理，就会

有很多人争相模仿。

  “继擦边女之后，擦边男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上也

热度不减。主播们采用这些擦边行为以软色情方式

吸引流量，从而获得商业利益。”北京德和衡律师事

务所律师马丽红说，擦边男日渐增多，究其原因，是

为了满足部分女性消费男色的需求，本质上与娱乐

圈塑造流量男明星吸引女性粉丝群体，进而收割粉

丝经济红利是一样的。

  国家统计局发布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显示，我国互联网上网人数为10.67亿人，互联

网普及率为75.6%。“如果对擦边行为采取过分宽容

的态度，则会导致越界行为越来越多，甚至可能鼓励

更多人加入擦边的行列，不利于树立良好的社会风

尚，维护健康清朗的网络环境。”马丽红说。

  她认为，这类擦边行为的出现，反映了互联网短

视频时代，快餐式销售、流量为王仍是一部分人眼中

的“致富密码”，导致短视频参与者过度追求快速变

现和短期利益，用“新”“奇”“特”的方式吸引眼球，甚

至不惜在法律的边缘试探。

亟待压实平台责任

有效治理擦边行为

  近年来，相关部门频频出手整治各种网络平台

上的软色情信息。2021年2月，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联

合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理工作的指导

意见》明确规定，全面清理低俗庸俗、封建迷信、打

“擦边球”等违法和不良信息。

  “目前，虽然法律上对于擦边行为尚没有明确的

定义，但是很多相关规定已经对擦边行为作出了限

制。”朱巍说，例如《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规

定，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不得制作、复制、发布含有

下列内容的违法信息，其中就包括散布淫秽、色情、

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网络信息内

容生产者应当采取措施，防范和抵制制作、复制、发

布含有下列内容的不良信息：包括宣扬低俗、庸俗、

媚俗内容的；可能引发未成年人模仿不安全行为和

违反社会公德行为、诱导未成年人不良嗜好等的。

  2022年6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化和旅游部联

合发布的《网络主播行为规范》规定，网络主播在提

供网络表演及视听节目服务过程中不得出现下列行

为：包括服饰妆容、语言行为、直播间布景等展现带

有性暗示、性挑逗的内容；法律法规禁止的以及其他

对网络表演、网络视听生态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

  马丽红认为，因为文字的高度概括性以及立法

的滞后性，不可能把所有现象通过立法方式囊括进

来，但可以结合有关的立法原则来衡量此类行为，比

如民法典所确立的“公序良俗”原则。广告法也明确

规定，广告不得妨碍社会公共管理规范或违背社会

良好风尚。发布有违公序良俗广告的，由市场监管部

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并对其进行罚款、吊销营业执

照等处罚。

  “有关部门可以通过个案的处理起到宣示作用，

如对某类触犯了法律的擦边行为进行行政处罚或者

司法审判，通过判例将法律原则具象化，使得社会大

众通过案例的形式对擦边行为有更加直观的认识。”

马丽红说。

  记者注意到，一些直播平台对于擦边行为也作

出了明令禁止和警告说明，但因各平台存在不同的

判断方式和审核模式，对擦边主播的处理方式也不

尽相同，导致擦边行为未得到合力整治。

  “一般而言，网络信息传播要经过发布者自审、

所发布的网络平台审查等多道关卡。然而，这种擦边

行为却仍然大行其道，表明这些关卡存在漏洞。不描

述性行为就不算淫秽，这类色情信息都是擦着这条

边在走。”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律专家认为，色情

“擦边球”危害性不亚于被认定的淫秽内容。

  马丽红认为，目前短视频平台上一些擦边行为，

不仅违背公序良俗，还涉嫌低俗软色情营销。互联网

并非法外之地，网络用户在社交平台上活动，既应遵

循社交平台的自治规则，更应当符合社会的公序

良俗。

  她建议，网络社交平台注册账号的运营管理者，

应依法、文明、规范地运营管理自己的注册账号，以

优质信息内容吸引受众关注和互动分享，维护账号

和本人的良好社会形象，不应采取打“擦边球”的方

式吸引网络流量、博取关注。网络社交平台经营者肩

负审慎地审查和判断平台用户上传信息内容的职

责，对违反法律法规、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信息内容

应采取适当的管理处置措施。

  “在监管上，除了可以进一步完善互联网规范和

法律之外，还要压实平台责任，对网络主播加强培训

和教育，对网民加强引导，以期形成各方合力，共同

净化网络空间。”马丽红说。

延安司法行政优化法律服务

  图① 3月28日，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万花司法所在社区开展普法宣传。

  图② 3月28日，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柳林司法所调解刘某人身损

害赔偿纠纷。

  图③ 3月22日下午，陕西省洛川县公证处工作人员上门为行动不

便的老人办理公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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