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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合租公寓招聘保洁阿姨数名
要求：年龄60岁以下，干净利落踏实肯干，能骑电动车，服从调配流动打扫卫生，有家政保洁工作

经验者优先录用。待遇：月工资2500元+四天公休+奖金。有意者电话联系13011989681徐女士

7万元一幅画、50万元一个
人偶娃娃……如此高价格的“定
制产品”，已成一些年轻人甚至
未成年人争相追逐的对象。

记者调查发现，在年轻人中
风靡的“设圈”“绘圈”“娃圈”，

“名人效应”“逐利冲动”和“饥饿
营销”等套路交织，天价商品吸
引了一些人冲动消费、盲目消费
甚至借贷消费。（社圈，即为平面
人物绘画的圈子，简单来说就是
根据设定画人物图像）

“设圈”买画6个月
花掉70万元

为了塑造自己构思的虚拟
人物“完美形象”，花大价钱追逐
定制人物卡通画、人偶娃娃……
混迹“设圈”，已成为部分年轻人
的新鲜时尚。

记者了解到，“‘设圈’的人会
将自己想象、创造的虚拟人物当
成孩子一样养成，叫作‘养娃’。一
些买家还会精心打造‘娃’的角
色、性格、世界观。”12岁的动漫
爱好者司璇说。

一位“绘圈”爱好者介绍，圈
里买家大多是低龄群体，卖家多
是绘画师，画作则是类似人物杂
志封面的卡通平面图。买家和卖
家可以通过米画师、半次元等
APP进行对接，具体买卖规则以
协商结果为准。在“绘圈”，一幅

画能卖几百元上千元，而“顶级
画师”的画作价格可达数万元。

此外，定制黏土娃娃、棉花
娃娃、球形关节人偶等，也备受
年轻人追捧。记者在一些社交平
台看到，坐拥上百万粉丝的博主
不断更新内容介绍“养娃”知识，
娃娃素体、眼片、拉环、假发、衣
服、鞋子等商品均价格不菲。

今年4月，一位13岁的女孩
以最高 7万元的单价在“设圈”
买画，6个月内共花费 70万元，
后被家长要求与卖家撤销交易，
此事在网络引发热议。此外，由
某位“大神”制作的成品娃娃，在
某平台起拍价为 1000 元，出价
的次数高达 200多次，最后被拍
到50多万元成交，令人咋舌。

能巨额消费的买家毕竟是
少数，“顶级画手”们也开始瞄准
中低消费能力的买家，推出“巨
人车”约稿。

“‘巨人车’相当于‘众筹集
资’，就是几十、几百人费用均
摊，一起购买，使用权共享。”一
位买家介绍，“巨人车”多了，有
些画手就要求约稿加钱，比如
10 人加 50%，20 人 2 倍，30 人 3
倍等，最后，一幅画作成交额也
可多达数万元。

“造梦空间”正在变味

“‘养娃’入门最开始也就是
几百块，但随着各类卖家、博主
的助推，价格一再上涨，尤其是

那些高级定制的妆容、服饰，不
断拉高消费者的心理预期。”16
岁的“娃圈”爱好者关关说。

一位不愿具名的爱好者直
言，“在圈子久了就会发现，圈子
商业化趋势严重，‘造梦’已经成
为一件‘奢侈品’。在圈内，最厉
害的那些画手和最有钱的一批
金主不断推高价格，普通人只能
被裹挟着随波逐流。”

在各种“圈”中，一些作品的
制作水准饱受质疑。

“不管是‘绘圈’还是‘娃
圈’，充斥着大量同质化的创
作 ，对 作 画 能 力 的 要 求 并 不
高，有的还会用现成的素材拼
凑。”创作者何烨说。

一些“大神”级别的画师，其
多幅作品内容、风格高度相似。
某种风格卖出了好价钱，立马就
有别的画师效仿，抄袭行为也层
出不穷。

“哄抬价格”也是惯用的营
销手段。“只要某一幅作品火了，
画师的身价就会急剧上涨。一些
画师会利用营销号、水军的宣传
炒作，再以‘天价’虚假拍卖，从
此跻身‘热门’行列。”一位业界
人士说。

有爱好者透露，由于“约稿”
“定制”大多没有正规交易合同，
定价随意，售后难以保证，纠纷
不断。部分画师“恶意拖稿”，甚
至偷税漏税也比较普遍。

是否存在
诱导未成年人消费

有专家分析，“设圈”定制商
品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很多漫
画人物、玩偶能满足一些心智尚
不成熟、涉世不深的孩子的“心
理投射”。他们希望将自己在现
实生活中没能实现的情感、冲
动、愿望“投射”在其他的东西
上，并在小众世界里找到有共同
爱好的圈内玩家，获得心理满
足、炫耀的社交体验。

“艺术品市场充斥着艺术价
值难以鉴别、炒作、哄抬价格等
乱象。‘绘圈’‘娃圈’受众人群更
低龄化，交易规则更随意，交易
合法性、是否存在诱导未成年人
消费、所得是否依法纳税等问题
更值得警惕。”湖南大学工商管
理学院教授朱国玮说。

中南大学社会学教授李斌
指出，“设圈”中的名人效应、商
家逐利原则再加上产出不高的

“饥饿营销”，在未成年人中营造
出“拜金”“奢靡”氛围，让不少还
未具有经济能力的年轻人深陷
其中。这不能理解为仅是“一个
愿打一个愿挨”的个体交易行
为，亟待教育引导年轻人、未成
年人擦亮眼睛、理性消费。

据《新华每日电讯》

7万元一幅画、50万元一个“娃”……

“设圈”定制乱象丛生

手机号码用了 4年多，只因
手机尾号的 3个“0”，就在未被
告知的情况下悄然变成所谓的

“靓号”。想要办理携号转网，却
因为《靓号协议》未到期而无法
办理，如坚持携号转网，必须缴
纳一定额度的违约金。近日，长
沙市民何先生向记者反映了自
己的苦恼，他感叹：携号转网太
难！

一般而言，携号转网的操
作并不复杂，在线下营业厅就
可以办理完成。而何先生的手
机号却因“企业号”和“靓号”的
身份，原本简单的流程变得困
难重重。

只因尾号三个“0”
号码突然“被靓号”

“我的手机号用了 4 年多，
压根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了‘靓
号’，也不知道跟谁签了所谓的
协议。”谈及最近的遭遇何先生
疑惑不解。

2017 年 1 月，何先生在单
位的统一办理下，开通了尾号
为 9000 的手机号码，在使用过
程中，由于网络信号和工作等
问题使他产生了携号转网和将
手机号过户到个人名下的想
法。

今年 10 月底，何先生突然
发现自己的手机无法正常通话
和上网，他马上来到附近的一家
营业厅咨询。经工作人员查验后
发现，何先生的手机卡由于老化

损坏需要更换。
跑了几个营业厅，何先生才

将手机卡补好，但当他向营业厅
工作人员提出要办理过户和携
号转网的业务时，却被告知过户
需要预存 2000 元话费，且无法
办理携号转网。因为除了套餐协
议，他的手机号还有一个 5年的

《靓号协议》，签署日期到 2022
年1月。

“协议在哪？跟谁签的？总要
有东西能够证明，可他们却拿不
出。”何先生告诉记者，今年2月
他曾联系客服人员，客服表示没
有纸质受理单，已经向相关部门
反馈，后期将有工作人员来电回
复，可如今事情已过去 9 个多
月，何先生依然没有接到回复电
话。

“靓号协议”造成转网难
线上投诉超7000条

“携号转网”有多难？何先生
的遭遇颇具代表性。而这种关于

“靓号”的争议，已不是个案。记者
在新浪黑猫投诉平台上看到，关
于携号转网的投诉有7000多条，
而因为《靓号协议》而造成无法携
号转网的投诉则有300多条。

《靓号协议》究竟是否存在
呢？一位客服人员说，用户前期
入网的时候，应该是签署过优质
号码协议的。但协议通常情况下
只能由签署用户本人进行查阅，
并且还要经过公司的审批流程，
因而不便向记者展示。

2019年11月底，国内三大运
营商联合推出携号转网服务，但
对于“靓号”有明确的要求，如签
署捆绑长期“最低消费套餐”、提
前预缴话费等，且规定了一定年
限不许转出。而工信部《携号转网
服务管理规定》明确要求，在携号
转网服务过程中，任何运营商不
得以不正当理由拒绝、拖延，且不
得对携号转网设置障碍。

拒绝或阻挠携号转网
用户可申诉

什么是“靓号”？通俗来说就
是序列有规律或者数字寓意吉
祥的号码。据一位运营商工作人
员解释，“靓号”会由公司内部系

统根据号码的连号或者顺序排
列程度，分为不同等级，等级不
同，预存话费、资费套餐和在网
时间等使用条件也有所不同。但
具体如何划分等级，该工作人员
表示并不清楚。

记者查询发现，除了号码中
有“000”“8888”“1111”这样有规
律的排列数字外，诸如“3636”

“4349”等排列的数字也被算作
“靓号”。但目前行政主管部门并
未有“靓号”相关定义。

湖南某律师事务所李律师
表示，从合同履约角度来看，“携
号转网”用户有责任履行协议，
运营商也有权利在提前解约时
要求用户支付一定的违约金。但
反过来看，《靓号协议》本身就存
在不合理之处，协议中存在过分
限制消费者权利的条款，应当在
签订协议时尽到足以引起消费
者注意的提醒义务。

如何解决“靓号”无法携号
转网的问题？记者拨打了工信部
12381公共服务电话，平台服务
人员表示，如遇运营商以“靓号”
名义拒绝或阻挠办理过户等相
关业务，可先拨打运营商客服热
线投诉，如对电信业务经营者处
理结果不满意或在 15日内未收
到答复的消费者，可向电信用户
申诉受理中心进行申诉，受理中
心在收到全部申诉材料之日起
30日内将作出答复。

服务人员称，如果申诉受理
中心没有调解成功，用户可以继
续向所在省份的通信管理局进
行反映。

据《长沙晚报》

用户的手机号悄然“被靓号”

携号转网困难重重，只因尾号三个“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