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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摆拍虚假视频在网络上可谓铺天盖
地。仅2023年一季度，抖音开展打击以
摆拍为重点的不实信息行动，就对 2648
个账号予以封禁等处罚，下架133.7万个
视频。造假风气之盛，可见一斑。

编造虚假正能量故事，收割善意的
流量加持。如“大学生摆地摊日挣九千
元”“清华女孩工地跪谢贫困老父亲”“冷
酷总裁暗助曾经的老同学”……各种励
志奋斗、逆袭打脸的故事，总能唤起网友
的同情心，点上一个“爱心”。更有博主

“日行一善”，以扶贫、助困、助残、助老等
为名，“帮助”农村独居老人、相依为命的
祖孙、流浪汉、农村辍学少女等“底层群
体”，以博取关注、骗粉骗赞、非法获利。

2021年4月，假公益、假助农团伙头
目韩某，就因虚构大凉山贫困，从事网络
直播带货牟利，被凉山州警方行政拘
留。为了让故事看起来更惨，该团队让
小女孩表演痛哭，哭不出来就掐，给女孩
的“善款”也在拍完视频后就收回……
2023年4月至6月2日，抖音对借助发布

“助老”“助残”“助困”等内容，谋求商业
变现的3518个账号，进行了无限期封禁
等处置，并抹除其不当获取的新增粉丝，
取消其变现功能权限。

捏造悲惨遭遇，用网友的共情“埋
单”。谎称帮助哑巴母子销售家产苹果，
伪造苹果烂在地里也卖不出去的假象；
老人向路边车辆推销石榴，石榴被扔出
窗外，老人默默捡起并弯腰鞠躬；“每天
工作9小时，只拿40元工资，家里还有爷
爷需要我照顾”……近期不少卖惨视频
被下架，相关运营者被约谈。

事实上，“开局一张图，剩下全靠编”
的直播“卖惨”行为并非个例。中央网信
办此前指导网站平台开展重点排查整
治，就通报了“捡瓶子卖钱挣学费”等各
类“视觉贫困”谣言。直播运营者编写有

“父母双亡型”“老人无依型”“身患大病
型”等各种“卖惨”剧本……

制造身份对立，引发争议消费公众
情绪。拥有近千万粉丝的网红“小慧君”
为了与公司解约，发布视频虚构事实，哭
称被老板性骚扰，并被强迫签订含有霸
王条款的合作协议，蒙蔽不明真相的公
众，刻意误导舆论、诽谤他人，近日被刑
事立案。

被绑架，被殴打，被活埋，遭陌生人
要求陪酒，夸张凸显社会与家庭矛盾等
不实信息内容……一些主播为博取关
注，增加流量，频频恶意P图、虚构场景、
伪造事实、情景演绎，诋毁相关人员，误
导社会舆论，挑起公众情绪对立，引发社
会恐慌。

猎奇造假博眼球，语不惊人死不
休。“3岁金毛犬救火”“小伙相亲吃了30
盘羊肉还让女方买单”“夫妻刚办完离婚
手续走出民政局，妻子晕倒丈夫冷眼离
开”“芷江县摩托车抢小孩”“外卖骑手车
辆深夜被盗坐在路边大哭”……

越是离奇越有人看，越是虚假越能
“吸金”。为了在众多视频中脱颖而出，
一些博主在视频标题或内容中，以虚构、
猎奇、编排、造谣、作秀、混淆是非、颠倒
黑白等形式，博眼球、引争议、求出位。

二

摆拍的虚假视频，很好鉴定。其信
源大多都是非权威机构媒体，同类情景
演绎比比皆是，套路一样，可信度不高。
此外，摆拍的视频为了追求“真实、感
人”，会极力通过多机位、多角度、多场景
拍摄还原“现场感”。殊不知，真实场景
最难还原，珍贵镜头难以捕捉，感人瞬间
又如何会被轻易抓拍？长时间跨度、多
场景的拍摄，“主人公”怎会不知情，并客
观真实呈现？

然而，摆拍的虚假视频，又很难识
别。对于媒介素养不高的网民而言，尤
其是中老年网民而言，“有视频有真相”
的摆拍视频“可信度”很高，那些电视
剧、新闻里似曾相识的场景极易让人产
生强烈共情，煽动性很强的话语、代入
感很强的弱者身份激发“伸张正义”的
人际传播……即便被证伪，上当受骗的
网友依然坚信“就算这个视频是假的，
肯定也有这样的事发生”。

摆拍的虚假视频，看似一刷而过，危
害不大，实则流毒深远。

污染了网络生态。虚假视频的大
量出现，让众多视频平台成为网络谣言
的集散地，不仅严重消耗了公众的注意
力和同情心，也严重污染了网络生态和
风气。

劣币驱逐良币，久而久之，就会让网
络内容真假难辨、乌烟瘴气。还有不少
网友拍摄的“段子”，被当成网友投稿，发
布在官方媒体上，突破了“谣言隔离带”，
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

消费了公众情绪。善意是网络空间
弥足珍贵的人际基石，是网络美好生活
的城墙。当善意被消解，真心被践踏，同
情被消费，正义被利用，人与人之间就会
少了信任、多了警惕。被收割“智商税”
的一时愤懑终将淡忘，但“狼来了”的信
任危机永远不会消除。

正如“中国警方在线”9月 20日在
微博上，就凉山网红带货虚假宣传这一
话题发起投票，78%的网友明确表示不
会跟着网红主播购物。一粒老鼠屎，坏
的不仅仅是一锅粥，不仅仅是网络空间
的信任度，还有正规的农业电商，以及
地方农业品牌、公众形象、农民收入。

制造了社会对立。“伸张正义”的键
盘侠，总能挑起公众最敏感的神经，引导
公众的情绪。渲染男女对立、家庭暴力、

“社会不安全”等短视频剧本摆拍，在引
发舆论关注后，即便出现反转，也难以最
终消除不良影响。

“义愤”会平静，但“义愤”造成的伤
害难消除。不安会在不经意间产生，矛
盾会在无形中扩散，安全感、幸福感、获
得感会被逐渐蚕食，追求美好生活的脚
步也变得不再坚定。

浪费了社会资源。“造谣一张嘴，
辟谣跑断腿。”无论是需要根据“网络
线索”除暴安良的警力资源，还是辟谣
赶不上造谣快的媒体资源，又或是总
也矫不正伪科普后遗症的科普专家资
源等，都会被各类谣言“带偏”方向，在
处理辟谣工作中“焦头烂额”乃至失去
公信力。

三

面对层出不穷的短视频套路，不仅
要靠网友提升数字素养、炼出“火眼金
睛”，更需相关部门和平台切实履行好监
管责任，重拳出击，还广大网民朗朗网络
空间。

粉丝增量的套路不能欲遮还羞。摆
拍卖惨卖奇卖怪，“网络水军”引流，吸睛
又吸金，已成屡试不爽的营销套路。而
类似的套路还有很多，已经成为“吸粉—
引流—带货—变现”的灰色产业链。

包装主播、花钱买粉、批量注册僵尸
粉、雇佣“网络水军”涨粉引流、刷量控
评、提升热度、制造热榜、网络售假等，不
应成为打不掉的网络毒瘤。

流量分成的模式亟待改变。看视频
可领金币积零钱，发视频可以凭流量变
现，“卖惨的尽头是带货”……看似是迈
进了全民创业的新赛道，实则步入了“流
量至上”的网络怪圈。煽动情绪、制造恐
慌、暴力色情、猎奇博眼球等内容，是不
少自媒体的流量法门。

一些虚假摆拍的视频，相关平台不
仅不加以限制，反而还会在幕后推波助
澜，给以流量加持和资金奖励，并根据网
民的兴趣爱好、年龄、地域等精准推送。
不改变流量变现的扭曲利益驱动机制，

“造假掘金”的歪风就会越刮越盛。
监管重拳出击应全网联动。“打一枪

换一个地方”“收割一波流量就换个马
甲”成为不少生产虚假内容账号的常态，
相较于巨额获利而言，账号封禁的违法
成本可以忽略不计。

对此，相关部门应建立健全网络信
用联动惩戒机制。如主动造谣者，同一
身份证全平台终身禁止注册新账号；同
一身份证号、手机号，在同一平台禁止注
册多个马甲；涉嫌虚假宣传的直播收益、
销售收益等应禁止提现……诸如此类，
方能避免违规账号“封禁了一个，又注册
了一批”。

据上游新闻

“老人家中石榴滞销”为虚假摆拍视频。

9月20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以“凉山曲布”“赵灵儿”“凉山孟阳”为主要代表团队的“系列网红
直播带货虚假宣传案”。

这是凉山警方破获的四川省首例系列“网红经济”乱象专案，共计抓获犯罪嫌疑人54名（其中涉案网红主播11人），已批准
逮捕18人，捣毁MCN机构（专门从事短视频内容创作与营销的机构）5个，查封涉案公司14家。累计清理网上各类违规信息
14157条，处置违规账号346个。

近年来，不少网红公司通过话术、剧本，摆拍贫困、悲惨身世等短视频，进而利用网友的同情心，销售假冒的原生态农特产品
进行牟利。这些动辄百万级粉丝量的网红，打着助农的名义伤农，以“给家人们福利”的形式坑害消费者，如今被查，大快人心。

忽悠了！

如果你经常上网，一定刷到过这样的
视频或直播：

祖孙二人住在破旧的小屋里，生活很
凄惨；姐姐辍学，和弟弟在家天天吃土豆；
女孩每天放学后捡瓶子，卖钱交学费……

你可能感动得不行，甚至想过给他们
捐点钱，或者购买视频或直播里正在卖的
东西支持一下。

但如果告诉你，有专业的“摆拍”团队
在制造这类视频和直播，里面的人并不贫
困，你会不会觉得受了欺骗？

这类视频和直播，揭示出网络上一种
乱象，即虚假制造“视觉贫困”。

靠“悲惨故事”卖货不厚道

说这是虚假的“视觉贫困”，并不是阴
谋论和受害臆想。四川省凉山州警方查
获了多起案例，提供了实锤证据。

一个叫“云南波波”（又名“波波善
行”）的博主就被警方查获。今年初，他多
次直播四川大凉山“贫困场景”。比如在
一次“祖孙二人的凄惨生活环境”的直播
中，他称，衣衫褴褛的“祖母和孙女”二人
住在一间破烂小屋里；女孩是老人捡来的
孤儿，两人相依为命；这间低矮小屋是“祖
孙二人居住的地方”。

可警方及相关部门查实，以上直播
中的老奶奶姓肖，是凉山州西昌市马鞍
山乡人，根本没有孙女；直播中的“孙女”
是同村张某的女儿。肖姓老人证实，视
频中的土坯房只是堆放农具的生产用
房；土坯房里的“生活场景”，也是视频团
队摆拍的。

这个主播还拍过“最穷山区的孩子”，
称有姐弟两人，每天上山背柴，平时只能
吃土豆。博主“笑宝来也”拍摄视频，称
15岁的女孩“阿月”每天要走一个半小时
才能到学校。因为家里穷、交不起学费，

“阿月”每天得到处捡瓶子，卖了钱交学
费。如此等等。警方找到了这些视频中
的当事人，证明这些视频的内容都是编造
的、虚假的。

为了完成拍摄，这些人拿钱请当地人
出演，拍完视频后又马上把钱要回大部
分，把出演的人也给骗了。

被警方抓获后，“云南波波”说，看到
那些入行较早、为大凉山带货的博主赚
了很多钱，自己眼红了。于是选择编造
虚假故事，以“视觉贫困”“悲惨故事”博
取网友同情，以便获得关注涨粉，再带货
挣钱。

说来说去，还是逃不开带货挣钱。
网络时代，带货挣钱，社会认可，法律

支持。但是，为什么非要从事这种以“视
觉贫困”信息违规营利的不法行为呢？

这种做法，让不少网友都看不下去。
他们说：“靠卖惨博同情卖货，太不厚道！”

谎言消费善意触痛人心

借编造虚假“视觉贫困”，一些人赚得
盆满钵满，但他们造成的不良影响，还得
社会来“埋单”。

脱贫攻坚是党对全国人民许下的庄

严承诺。特别是凉山州，作为我国曾经贫
困版图上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脱贫太
不容易了。

有一组数据很说明问题：从 2013年
开始，到大凉山告别绝对贫困的 2020年
末，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支援凉山的
扶贫干部，就有1.2万多名。

所以，脱贫后的大凉山彝族群众说起
如今的生活“瓦吉瓦（好得很）”时，这背
后，是有很多人付出了辛劳汗水，甚至献
出了宝贵生命的！

这些虚假的“视觉贫困”，触痛着人们
柔软的内心，收割了网友的同情，消费了
网友的善意。

这些虚假的“视觉贫困”，让不明就里
者对凉山州的脱贫成效产生怀疑，对凉山
的脱贫攻坚成果来说，是一种抹黑；对那
些为凉山州脱贫倾情付出过的广大干部
来说，是一种伤害。

这些虚假的“视觉贫困”，在复杂的国
际舆论环境中，也会给别有用心者提供

“证据”，成为抹黑中国、射向中国的一颗
颗子弹。

这些“视觉贫困”谎言，也会给大凉山
群众造成持续伤害。

可以想象，这些博主为了带货，谎称
大凉山某种水果、蔬菜正在滞销，骗取网
友同情下单。他们打着大凉山农特产品
的旗号，销售的却是外地货，而当地真正
的果农和菜农的产品，销路却因此受到
影响。

这样看来，凉山州的农户和广大网友
举报这些发布“视觉贫困”谎言的博主，也
是一种维权。

“视觉贫困”要坚决打假

制造虚假贫困、刻意卖惨营销，不仅
是一种网络乱象，更是一种违法行为，加
强治理打击，刻不容缓。

目前，“韩文团队”“云南波波”等博主
已经受到相关部门调查，并受到行政拘留
等处罚。“笑宝来也”“山村老人”等涉及

“视觉贫困”的一些账号，已被关闭。
不过，除了一些粉丝量大、影响力大

的头部账号受到处理，一些粉丝量、影响
力没那么大的账号，依然混迹网络，用“视
觉贫困”的把戏收割网友；一些受到过处
理的账号，不惜更换马甲，卷土重来。

让那些“视觉贫困”的视频和直播失
去市场，不再继续招摇撞骗，是公众的强
烈呼声。不能让这些虚假的东西，破坏了
良好网络生态。

“视觉贫困”的造假地点，选的都是曾
经“真实贫困”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存在

“视觉贫困”的“造假逻辑”。
这也提醒我们，“视觉贫困”要坚决

打假，“真实脱贫”更来不得一丝松懈。
我们的脱贫，必须是真脱贫、脱真贫，真
正斩断“视觉贫困”的造假逻辑和谎言基
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继续巩固脱贫
成果，打牢发展基础，以更高质量发展推
动乡村不断振兴，这是对“视觉贫困”造
假的釜底抽薪。

据新华社

有一种谎言，叫“视觉贫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