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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雪泓

  近期，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多

起利用国际邮递渠道购买“听话水”的案件。其

中一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王某将包裹伪报为

“护发素”。因涉嫌走私毒品罪，王某已被依法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

  2022年10月13日，海淀公安分局禁毒支队收

到中关村海关缉私分局转递线索，称一个从马

来西亚邮寄至大陆，从北京入关，注明“护发素”

的包裹中疑似含有毒品。同日，公安机关通过跟

踪锁定，在某快递网点将正在取件的犯罪嫌疑

人王某当场抓获。经称量，从王某处起获的液体

重量为13.43克。经鉴定，在该液体中检出“γ-羟

基丁酸”成分。

  据介绍，犯罪嫌疑人王某到案后，拒不承

认犯罪事实。他先是否认该快递为本人购买，

称只是在接到快递人员的电话后前来取件，

对寄件人和邮寄的物品不知情，后又改口称

通过国际快递购买过衣服、鞋、护发素等，但

对其收到该快递的原因始终无法作出合理

解释。

  办案人员通过对王某持有的手机数据进

行恢复提取，发现其在国内通过聊天软件联

系到一名马来西亚的卖家，于2022年9月22日

从该人处购买一支“听话水”。卖家在收款后

报海关清单时，将“货物”伪报为洗护用品，通

过某快递公司的国际快递邮寄到国内。之后，

卖家在王某收到货后向其邮箱发送了具体的

使用方法。

  在相关证据面前，王某改变了此前拒不承

认的态度，供述了相关不法事实，并自愿认罪认

罚。检察机关认为，王某的行为已涉嫌构成走私

毒品罪，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本案承办检察官介绍，近期，海淀检察院办

理了多起利用国际邮递渠道购买“听话水”的案

件，起获的液体中普遍含有“γ-羟基丁酸”成分，

该成分会对中枢神经系统有强烈的抑制作用，目

前是我国规定管制的第一类精神药品，又称“神

仙水”“听话水”。

  据承办检察官介绍，根据我国刑法规定，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

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近年来，不

法人员利用网络寄递方式实施的犯罪活动大

幅提升，司法机关始终保持高压震慑态势，不

断加大打击惩治力度。

  本案中，海淀检察院还坚持从源头治理，

向王某所在的公司制发了检察建议书，督促

其在人员监管、法治教育等方面完善规范、主

动作为，从而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行为，扩大

办案的社会效果，实现从“治罪”到“治理”的

延伸。

□ 本报记者  马艳

□ 本报通讯员 胡弓 陈彦伊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钟山县人民法院立案

庭调解一起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法官采取“背靠背”调解

法，依法用情与双方当事人耐心沟通，仅用两小时就达成

诉前调解协议，由罗某当场支付钟某3.2万元赔偿款，双

方破冰言和。

  “贺州市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非

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聚焦辖区突出矛盾纠纷，统

筹社会多元力量，构建类型化、精准化、智慧化、一体化

的‘四化’多元解纷机制，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贺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少红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

访时介绍说，创新发展带来硕果累累，2022年，贺州中院

被最高人民法院命名为“为群众办实事法院”，并荣获

“自治区创建模范机关示范单位”，全自治区法院绩效考

评第一名。

分头试点共享经验

  去年4月，昭平县某物业公司因梁某某等6名业主拖

欠1000元至2000元不等的物业费，向昭平县人民法院提交

诉状。

  接诉后，昭平县法院考虑到类似物业纠纷逐年增多，

为妥善化解此类纠纷，营造良好物业服务环境，建设更多

和谐小区，法官与物业调解委员会召集双方进行调解。经

过释法说理，双方化解了矛盾，物业公司承诺提高服务质

量，业主也付清拖欠的物业费。这次调解成为此后解决类

案的范例。

  作为贺州市法院多元解纷机制改革物业服务合同

纠纷的试点单位，昭平县法院加强调查研究，破解诸多

难题，专门针对物业纠纷设置相应的调处模式和审判资

源配置形式，主动引入调解委员会、基层组织、特邀调解

员等社会力量，形成特定解纷流程，建立专业型、规范

型、经济型的解纷新路子，构建起物业纠纷案件源头治

理机制，从而依法有效预防化解物业矛盾纠纷。去年以

来，通过多起示范性判决，类案类办化解潜在物业纠纷

300余起。

  针对近年来高发的民间信贷、信用卡、买卖合同、服

务合同、涉房地产、婚姻家庭等六类突出纠纷，贺州市法

院“分头试点，共享经验”，在5个基层法院开展试点，每个

法院负责试点1类到2类，坚持类案类办，分头“攻山头”，

探索可行经验以便复制共享。

  各基层法院攻坚克难，对试点的案件类型，除当事人

无法联系、案情重大复杂、当事人有正当理由书面拒绝调

解等情况外，一律适用诉前调解前置程序。经过实践探

索，针对不同类案建立信息共享、业务协同和诉非衔接机

制，统一类型化纠纷裁判标准、证据规则等，精准调纷、靶

向施策，提高了类型化案件诉前调解成功率，实现了审判的资源集约化、流程模块

化、人员专业化和效果最大化。

  据介绍，目前，贺州市法院实现类型化案件诉前调解分流率达73.11%，真正从

源头明显减少诉讼增量，既节约了审判资源，又提升了审判质效。

集智聚力攻坚克难

  “感谢你们帮助调解，让我们在年底拿到地租，这下可以过个安心年了。”去年

12月下旬，钟山县同古镇某村村民梁某等人代表该村46位村民向钟山县法院回龙

法庭和特邀调解员表达谢意。

  原来，钟山某公司因种植需要，向同古镇村民租用土地。2021年，租赁合同到期

后，该公司因经营不善未能及时将租地款付给村民，村民陆续诉至回龙法庭，共计

191起系列案。

  为了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回龙法庭特邀调解员杨瑞殿等参与调解，迅速联系各

方当事人校准事实，并针对问题症结制定调解方案。特邀调解员基层工作经验丰

富，熟知当地乡规风俗，积极配合法官联动调解，顺利促成和解：拍卖该公司位于同

古镇的果园里的沃柑后支付地租。

  “面对层出不穷的矛盾纠纷，仅靠法院的力量无法及时有效地化解。充分借助

社会各方力量，实行精准化解，才能众人拾柴火焰高。”贺州中院立案庭庭长黄灵峰

说，贺州市法院不单打独斗，主动与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构建多元解纷联动机制，实

行模块管理，整合利用第三方力量破除治理障碍，在纠纷化解、人员配置、调解员培

训、普法宣传上形成合力。

  全市法院依托当地党委建立联动机制43项，推动成立行业调解组织18个，吸纳

调解员138名并加强培训，还引入专业调解员进驻八步区人民法院和平桂区人民法

院，专职开展金融纠纷诉前调解。同时，提供多元智慧化服务，在线上调解平台汇聚

解纷资源，向当事人推送风险评估系统，为当事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社会力量参与后，集智聚力克服千难万阻，让矛盾纠纷的化解优质高效。去年

以来，贺州市中院成立的多元解纷中心，引入知识产权、家事、劳动争议等多个调解

组织，在二审案件立案前委派调解363件，调解成功257件，成功率70.80%。

  去年8月，昭平县法院与县工商联成立联合解纷工作室，为企业提供诉前普法、

多元调解、司法确认等一站式服务，减少民营企业诉累。截至今年3月底，昭平法院

依靠各方力量成功调解纠纷265起。

  去年12月，八步区法院设立广西首个金融共享法庭，加快推进金融纠纷源头治

理，挂牌当天调解成功一例，迄今已成功调解64例。

  针对民间借贷暴利问题及引发的案件，贺州市法院与市税务局合作，将民间借

贷纳入监管，严格扣除个人所得税。“让暴利变薄利，获利少了高利贷自然减少。”据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此类纠纷案件量以前每年涨20%以上，去年首次下降达15%。

要素式审判提效率

  “没想到这么快就拿到了赔偿款。”去年8月3日，钟山县法院回龙法庭快速高效

化解一起纠纷，当事人廖某对法官感激不已。

  原来，廖某因医疗事故，将钟山县某卫生院诉至法院。收到立案材料后，法官认

真分析研判，发现该案基本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经过努力，双方当事人签订了

调解协议，拿到了民事调解书。廖某于当日获得2.3万元赔偿款。低成本、高效率的

化解方式，受到双方当事人的赞许。

  贺州市法院立足类型化案件批量处理，聚焦群众高效、便捷、权威解纷的司法

要求，坚持集成式解纷、专业化布局、智慧型运转，深化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

成效，推动类型化纠纷调、立、审、执一体化快速解决。

  黄灵峰介绍，通过“一体化”，当事人提交的材料会自动流转于诉前、诉中、执行

各阶段，无需重复提交。法院推行要素式调解模式，实行全程优先。调解员引导当事

人填写《诉讼要素表》，对无争议要素予以确认，为法官围绕案件要素快速核对事

实，锁定争议焦点，进行重点审查做好准备。对调解不成的进行简案快审，交由速裁

团队快速审结。对一审裁判后上诉的，都标注“简案”，速裁团队实施要素化审判，保

障案件速审速结。审结后，对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的，当天就移交执行部门，执行部

门在3日内查明被执行人财产线索，发出《预执行通知书》，督促其主动履行。对被执

行人不主动履行的，执行部门实行类案类执，让胜诉方的权利快速兑现。

  “要素式审判是对固定案情的基本事实进行提炼，就要素是否存在争议进行归

纳，围绕争议焦点进行审理，简化裁判文书制作，达到简化审理流程、提高审判效

率、实现类案简案快审的审判方式，从立案、送达、庭审、文书制作、报结、归档的全

流程优先处理。”黄灵峰说。

  去年3月，昭平县法院通过调解，高效化解一起合同纠纷，从立案到履行仅8天

就为某建材公司追回欠款1410万元。该企业代理律师激动地说：“我们原以为要耗

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没想到法院调解纠纷的效率这么高，大大节省了诉讼的时间

和成本。”

  据了解，去年以来，贺州市法院诉前调解9257件，诉前调解分流率达73.03%，调

解不成功标识为“类型化案件快速办理”案件454件，平均审理期限6.05天。全市法院

民事一审新收案件同比下降6.30%，诉源治理成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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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淀检察办理多起走私毒品案

一些海淘包裹里藏着“听话水”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王意天

  “从同情到愤怒，宛如坐了情绪过山车。”一

位网友这样评价“网红博主发视频自称确诊肝

癌”一事。对于该网红在道歉中所称“我做这期

内容的初心，是想引起大家对自己身体的重视”

的解释，很多网友表示不能接受，称无需找一些

冠冕堂皇的理由。

  “就是为了引流。”一位从事网红孵化工作

的业内人士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

说，如果真出于提示身体健康的目的，一开始就

应该明示，而该网红博主却选择在视频最后一

笔带过“本期视频内容纯属虚构”，且文案中也

未进行说明。

  这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现实中，一些网络

主播、博主利用网友的同情心同理心，以卖惨的

方式实现快速引流涨粉，进而变现。甚至有一些

机构专门孵化这种“人设”的网红，快速引流后

再通过接广告、设置商品购买链接、直播带货等

进行牟利。

  实际上，从效果来看，上述网红博主的卖惨

视频确实达到了引流的目的。从卖惨视频发出

到账号禁言，仅一天时间，该博主粉丝已达550

余万，相关视频播放量超过2000万，而他之前发

布的视频，播放量最高的为300多万。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卖惨引流、消费同情、

借苦难涨粉等行为在网络平台层出不穷，编造

的卖惨“人设”经不起考验，有悖社会公序良俗，

也违反相关法律和网络规范，靠编造故事牟利

还可能构成诈骗等刑事犯罪，必须加大对此类

乱象的整治力度。

先是摆拍卖惨引流

然后直播带货牟利

  “四年创业失败，明天去注销公司，几百万

打了水漂”“突遇家庭变故，自己又患上了癌症，

现在负债累累”“求求大家救救我吧，我才刚满

20岁，就被诊断出了癌症”“从小父母双亡，14岁

就辍学打工”……

  记者注意到，当下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仍有

不少主播、博主面向镜头述说着他们遭遇的苦

难，有的人穿着破烂，有的人干着体力活满头是

汗，有的人痛哭流涕，这些短视频往往能够引起

大量网友的同情，点击量很高，主播、博主的粉

丝数也快速增长。

  例如某平台一位博主，之前作品主要为实

拍各大人才市场、招聘市场的视频，播放量只有

几千。而后发布自己创业失败、查出患上口腔癌

的视频后，播放量迅速上升，多的超过了200万。

  这些视频，到底是确有其事，还是卖惨引

流，实在难辨。有网友在这些视频下留言：被感

动到了，希望不是在消费同情。也有网友在看到

博主开始直播带货后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记者梳理发现，虚构事实卖惨引流，进而带

货变现的现象已屡见不鲜。

  一则视频中，主人公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

人，皮肤黝黑，脸上布满皱纹，双手颤颤巍巍地

在胸前合十，哽咽着说：“我今年80岁了，石榴卖

不出去了怎么办？”视频的文案是“这位老爷爷

叫我帮他卖石榴，可是3斤9.9包邮我都卖不出

去”；另一则视频中，同样的配音，悲情的音乐，

一位沧桑的老人挑着两桶水踉跄走过，背后是

一片石榴树。

  后经查证，上述两则视频均为摆拍，前一名

老人家里的石榴当时已经卖完，而那位挑水的

老人，家里根本没有种石榴。面对上门的执法人

员，视频发布者邱某某称，这么做就是想博取同

情、吸引眼球，以卖惨带货。最后，执法人员对邱

某某进行了批评教育，邱某某也对自己发布虚

假视频的事表示了忏悔。

  更有甚者，打着“扶贫”的旗号，通过虚构生

活场景，大肆渲染、虚构贫困以达到博取眼球、

吸引粉丝，从而直播带货牟利的目的。2021年，

四川省凉山州警方就披露过这样一起案件：“韩

文团队”虚构凉山地区小女孩阿佳无父无母、上

不起学的凄惨身世，进而出售贫困村民的自产

苹果。而所谓自产苹果都是市面上批发回来的。

  最终，“韩文团队”成员受到行政处罚，策划

人赵某某被依法行政拘留7日。

  还有博主发布卖惨视频，获得粉丝同情后

骗取钱财的，最终以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整治卖惨引流乱象

依法依约给予处罚

  在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

巍看来，网红当属公众人物范畴，从一些法院判

决来看，公众人物的人格权受到一定限制，网红

粉丝量众多，其表达应比普通人承担更高的注

意义务，这既来自道德层面，也来自法律层面。

  “在网络通信发达的今天，有的网红拥有几

百上千万粉丝，一场直播的收益非常可观。网红

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引发网民模仿、讨论、热议，

因此必须承担与之相匹配的社会责任，需要以

更高的道德标准进行约束。”泰和泰（重庆）律师

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朱杰认为，网红博主、主播这

类群体受众十分广泛，编造卖惨故事散布谣言

极易引发社会争议，扰乱公共秩序。

  在朱杰看来，通过虚假的信息欺骗网友，博

取同情以获得高流量，本质上是网红通过欺骗

方式获取利益，在道德上及法律上均应给予否

定性评价，并采取多种方式予以惩戒。如果网红

通过编造虚假信息的方式，获取网友的捐赠、打

赏等，则涉嫌诈骗犯罪。

  为整治卖惨引流乱象，有关部门正在积极

行动。

  今年3月，中央网信办开展为期两个月的

“清朗·从严整治‘自媒体’乱象”专项行动，聚焦

社交、短视频、网络直播等类型重点平台，针对

“自媒体”造谣传谣、假冒仿冒、违规营利等突出

问题，坚决打击，从严处置，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其中提到，从严整治“自媒体”利用弱势群体进

行流量变现，包括哄骗、利诱老年人摆拍视频、

开设直播，骗取网民点赞、打赏、捐赠等；欺骗、

引诱残障人士，通过卖惨、恶搞、虐待等违法失

德方式博取流量等。

  3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2023年“清朗”

系列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副主任牛一兵会上回应短视频内容导向治

理问题时指出，“全面清理通过伪造场景、编撰

细节、虚构经历等手法摆拍制作的导向不良、误

导公众的短视频”是此次专项行动的主要内容

之一。

  某短视频平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对于存

在“色、丑、怪、假、俗、赌”等各类违法违规视频

或直播，该平台会全面排查清理涉嫌存在上述

行为的主播及公会，根据主播实际行为严重程

度、主观恶意程度以及造成的影响，依法依约给

予以下处罚：

  首次违规予以警告停播处罚并加以教育和

管控；第二次违规回收直播权限7天并要求其通

过线上考试和培训，考试通过后恢复开播；第三

次违规回收直播权限30天并要求接受线下培训

和教育，考试通过后恢复开播，并要求其公开发

布自律宣告视频；四次以上反复违反规范并造

成不良社会影响的无限期回收直播权限并公示

通报，相关公会将被警告公示、冻结权限直至清

退，同时视具体情形上报上级有关部门。

  该工作人员说，对于违规情节严重或涉及违

法犯罪行为的主播及公会，平台将主动上报行业

黑名单并将相关情况报送公安等有关部门。

  但专家指出，对于一些卖惨类视频，在未明

显违法的情况下，相关主播可能要多次反复违

规才可能被彻底清退出平台，如果未被人举报

的话，平台可能难以及时主动发现。与此类视频

的泛滥程度和网红大量获利相比，处罚力度显

然较弱。

建立联合惩戒制度

推动平台大众共治

  朱杰认为，整治这类乱象，平台监管和舆论

监督是关键。网络平台应当履行信息内容管理

主体责任，对网络信息采取生态管理、实时巡

查，及时处置等，发现卖惨引流行为的，平台可

以予以禁言，情节严重者封禁直播间，禁止再次

开播等。

  “网络直播平台加强监管和处罚措施，尤其

是对于被封禁的网红博主，各大直播短视频平

台需要形成共识，联手共同抵制。此外，可以在

显著位置设置投诉举报入口，网民可以对此类

主播、博主进行举报，实现平台与大众共治网络

生态。”朱杰说。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副

教授、文化法治教研室主任韩新华认为，目前针

对卖惨类视频的存在，主要靠平台依据社区守

则、用户协议进行自我管理，根据严重程度对违

规用户采取如限制功能、停更、封禁等程度不等

的惩戒措施。构成违法犯罪的执法机关会进行处

罚。单一的平台惩戒力度不够，需要形成合力。

  朱巍建议，要进行信用联合惩戒与分级分

类管理，对捏造虚假事实、违反道德法律的网红

的信用进行降级，降低到一定程度或严重违规

到一定程度的，应当给予封号处理。其次，网红

账号的实际使用人、账号所有权人、注册者以及

背后的MCN机构都应当承担相关的责任。

  “平台责任要加大，对上热点、点击量很高、

回复量很高的视频，平台把它推上更高的热点

之前应当加强审核，平台算法也应该加强监管，

如果平台内作品上了热点，平台应承担更大责

任，如果出现问题，平台要对这个账号背后的实

际使用人、账号所有权人、注册者、MCN机构进

行联合惩戒。”朱巍说。

  韩新华认为，经纪机构和行业协会要发挥

更多的作用。经纪机构和签约主播是利益共同

体，应当定期对自己签约的网络主播进行传播

伦理、政策、法律方面的培训，对他们的行为进

行日常的监督和指导。

  此外，朱杰还提到，行政执法部门可以对

网红及相关机构进行罚款、拘留、吊销营业执

照等行政处罚，或者统一市场“白名单”准入标

准。“巨大流量带来的利益诱惑，导致有的网红

会费尽心思做一些骇人听闻、编造故事博取眼

球的事。有关部门对这种无序追逐利益的方式

应加以正向引导，对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及时

依法查处。”

漫画/高岳  

消费同情借苦难涨粉进而直播带货

网红卖惨引流何时休？
调查动机

  “到现在还想不通，为什么自

己会确诊肝癌。”近日，一位网红

博主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则7分

52秒的视频，称自己才25岁，就被

确诊肝癌。视频中，他详细介绍了

“体检时被查出肝癌”“医生跟我

说治愈的几率不大”等信息。视频

一经发出，相关话题迅速冲上热

搜榜。

  然而，正当大家纷纷表示惋

惜和关怀，勉励他“一定要好好治

疗”时，事情发生了反转——— 有网

友留意到视频最后一闪而过的一

个画面，字幕显示“本期视频内容

纯属虚构”。这让很多网友异常愤

怒，直斥其为流量没底线，还有网

友称“你知道我作为一个得过癌

症的患者看到最后的心情吗”？

  最终，该网红博主作出道歉。

目前，该博主因违反平台社区公

约，账号被予以阶段禁言、禁止被

关注，以及暂停广告收益的处罚。

  在网络平台，像上述网红博

主一样卖惨引流的还有多少？对

不择手段引流的行为该如何整

治？记者为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