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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年份茅台酒、五粮液、剑南春、郎酒、泸州老窖、西凤、汾酒、董酒、
洋河大曲、古井贡酒、药酒、虫草等。（可打电话咨询，如不方便可免费上门鉴定回收）

地址：沧州市解放路市政府对面尚都烟酒 电话：13785710006

收购各种老酒 名酒 黄金

想学“视频带货”赚钱，却被
步步诱导、钱越交越多，最终竹
篮打水一场空。话术不断进阶、
套路持续升级，一些“求财心切”
的群众“精准被套”，频频陷入

“卖课骗局”。
当前，一些打着“教你带

货”旗号、售卖所谓“课程”的
网络骗局时有出现，引发群众
投诉维权。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从公安机关、市场监管、信访
等部门了解到，这种新型犯罪
分散，手法隐蔽，在法律法规
上打“擦边球”，取证维权难度
较大。

数万元买课钱
“打水漂”

2023 年下半年，深圳市公
安局龙华分局打掉一个通过短
视频平台售卖带货课程进行诈
骗的犯罪团伙，刑事拘留 37人，
涉及全国 1600 多位受害人，涉
案金额2500余万元。

深圳市民黄女士向记者回
顾了自己的受骗经历。她一直想
做视频带货，在短视频平台看到
有此类推荐就留了联系方式。对
方声称提供教学课程，也可以帮
忙运营，“抢的人很多”。到开

“店”的阶段，他们可以代运营，
提供网红帮忙卖货，不用自己每
天辛苦。

在对方一步步诱导下，最
终，黄女士先交了 3000 多元教
学费用，后续又交代运营费，共
计 29800元，“一点用也没有，什
么都没做起来，钱打了水漂”。

记者了解到，2023年以来，
深圳市公安、信访、市场监管等
部门，持续接到不少类似的群众
报案、投诉。

据不完全统计，2023 年前

三季度，仅深圳某区就收到此
类维权信访投诉 600余件，涉及
78 家经营主体，网络平台新兴
行业技能培训、售卖课程包等
成为当地信访案件中，占比最
高、矛盾最为突出、最难查处的
新问题。

经查，一些公司宣传购买
培训课程做短视频带货可轻松
月入数万元，又以虚假刷单的
方式给缴费学员造成流量提
升、课程有效的假象，诱导其进
一步支付数万元购买“内部引
流渠道”。

不少想通过短视频平台带
货赚钱，却又无法获得流量的群
众，被精心设计的环节、话术步
步引诱，“学费”越交越多，深陷
骗局。据介绍，此类案件的受害

者多为女性、老人。
据深圳市龙华区信访局介

绍，此类机构在挑选诈骗对象
时，刻意排除深圳本地客户，受
害者分散各地，相关部门处置工
作难度较大。同时，作为“新问
题”，该领域的监管该由哪个部
门主责，也存在争议。

层层套路让人深
陷其中

卖课骗局为何容易让人深

陷其中？经调查，公安机关发现
此类新型涉嫌诈骗案件存在较
为明显的套路。

第一阶段，引流。犯罪嫌疑
人制作引流视频，宣传可以通过

拍摄短视频零成本赚钱、开小
店，获取潜在受害者的联系方
式。

第二阶段，洗脑。犯罪嫌疑
人主动联系具有开网店意向但
缺少经营经验的客户，利用专业
话术、虚假聊天记录，诱导客户
购买其所谓的“课程包”。在日常
微信聊天和线上直播的虚假宣
传下，受害者被洗脑，认为自己
也能通过短视频平台带货赚钱，
此时嫌疑人就会推销所谓的线
上教学及代运营服务，并与受害
者签订线上合同。

第三阶段，造假。受害人缴
纳费用、签订合同后，犯罪嫌疑
人只是提供一些网上就能搜到
的视频剪辑教学，并没有相关实
质性培训。当受害者反映赚不到
钱时，犯罪嫌疑人一方面向平台
购买流量，或自行下单，购买少
量低价商品等“刷单”，制造流量
和订单暴增的假象；另一方面，
犯罪嫌疑人进一步诱导受害者
付费升级套餐，金额最高达数万
元。

与其他涉嫌诈骗案件相比，此
类案件呈现一些新特点：

一是犯罪嫌疑人会实际运营
一家或几家公司，包装成正规公
司，但为了躲避打击，注册地址一
般与实际运营地址不符，甚至打一
枪换一个地方；

二是通过手机号、居住地等
个人信息，对诈骗对象进行筛选，
一般不对同城的居民实施诈骗，
防止受害人到公司讨要说法，以
此来增加跨地域打击和维权的成
本；

三是当部分受害者意识到被
骗时，犯罪嫌疑人会用部分退款的
方式加以安抚，并与受害者签订

“不投诉协议”，以此来要挟受害者
不再通过报警、举报、上网曝光等
方式维权。

缺监管 难定性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基层
的公安、信访、市场监管、街道社
区等普遍认为，现有法律法规对
此类案件较难定性和监管。

深圳市龙华区信访局相关
人士表示，成人类培训机构不在

“双减”范围，缺乏各层面的政策
法规等监管文件，已有的指导性
文件无法适应市场新变化。

此外，此类案件调查取证难
度大、量刑威慑力不足。公安机关
表示，此类案件属于刑事、民事交
叉案件，要侦破并成功定罪，主要
是辨别此类公司的主观意图，是
否有完整、真实的账号代运营行
为，是否有真实的履约能力。

但受害者往往遍布各地，加
之部分受害者已收到部分退款
并签署所谓“不投诉协议”，不愿
意配合调查，使得公安机关取证
成本较高。

在有的已审判的同类案件
中，主犯被判合同诈骗罪，判处
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一万元，形成的实际威慑力较
低，目前仍有大量同类型的公司
活跃在短视频平台上，话术进
阶、套路升级，更具有迷惑性，打
击难度增加。

当前，针对查处过程中暴露出
来的问题，一些受访基层干部和群
众认为，网络平台的监管盲区不容
忽视。一些平台对此类经营行为监
管不严，投诉举报机制形同虚设，
而算法推送又使得一些分辨能力
较低、求财心切的群众“精准被
套”。应当夯实平台监管职责，明确
部门监管范畴，不让卖课骗局成为
下一个社会风险点。

据新华每日电讯

数万元买课“打水漂”

“教你带货”竟是“精准下套”

17 日，2023-2024 赛季全国短道
速滑青少年锦标赛在河北省承德市冰
上运动中心完赛。本次比赛共设 4个
组别、26个小项，吸引了来自全国各
地的39支队伍、共343名选手参赛。

当天展开多个项目角逐。其中，河
北省体育局冬季运动中心王博获B组
男子1000米冠军。 据新华社

全国短道速滑
青少年锦标赛完赛

新型通信方式使得一些
人下班后也要回复工作消息、
处理工作内容，工作和生活的
界限变得模糊。

25岁的张悦去年毕业后
入职广州一家影视传媒公司，
她逐渐感觉到，工作正入侵自
己的生活。工作日的晚上及周
末，她经常在微信群里被@，
让她处理工作。

洗澡也得带着手机

肖婷已经在山东一家单
位工作了 3年，下班后接到工
作信息对她而言也是“家常便
饭”。“我的手机三年没关过机
了。”肖婷无奈地说，24小时随
时待命成为她的日常，甚至洗
澡时也会携带手机进入浴室。

“我的手机除了开会时静音，
其他时候都会调高音量，消息
免打扰模式更不可能打开。”

查数据、报材料……在肖
婷看来，在休息时间收到的这
种指令虽然执行起来并不复
杂，但也时刻提醒着她，工作
不允许她“离线”。“上周二晚
上躺在床上追剧，领导突然发
消息要我准备材料，这种情况

经常发生。”肖婷说。
有时候，甚至加班的指令

也是“隐形”的。张悦说：“领导
周五给我布置一个视频策划
案，要求下周一上交。我知道，
这就是让我周末加班完成
了。”

默认没有加班费

很多人认为，下班后的大
量工作信息，很大程度上来源
于工作安排的不合理。人不在
公司，活儿却在身上。

“相关策划案我白天交给
领导，晚上 10点才收到回复，
要求我立即修改。”周四晚上，
王诚改了三遍这份直播策划，
直到凌晨1点才收工。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隐形加班”也引起了一定关
注。对此，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沈建
峰认为，首先，“隐形加班”挤
占了劳动者的休息时间以及
社会、家庭生活时间。其次，随
时联系的状态使劳动者长期
处于不能从工作中解放出来
的压力之下，给劳动者带来较
重的心理负担，影响劳动者生

活质量。再者，“隐形加班”往
往不被认为是加班，公司不支
付加班费，损害了劳动者的工
资权益。

“累就算了，这种加班方
式还没有给我相应的待遇和
保障。”王诚说，“当时签合同
说可以调休，可我干了半年
都没有调休过，领导不批。”
同样的经历也发生在张悦身
上。张悦说，时间一长，大家
都默认这种加班形式不会有
加班费。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龙认为，“隐形加班”从
字面意思来理解就是“不被看
到的加班”，属于加班的一种
形式。从目前的司法裁判倾向
来看，“隐形加班”如果达到了
法律上加班的认定标准，也就
是说，达到存有实质性的劳动
内容以及明显占用劳动者的
休息时间两个条件，劳动者是
可以向公司索要加班费补偿
的。

举证是难点

记者了解到，入选“新时
代推动法治进程 2023年度十

大案件”之一的“隐形加班”
劳动争议案，是全国首例在
裁判文书中明确“隐形加班”
问题的案件，该案判决创造
性地提出“提供工作实质性”
原则和“占用时间明显性”原
则作为对“隐形加班”问题的
认定标准。最终，法院判决被
告公司向原告支付加班费 3
万元。

然而，现实中劳动者不敢
维权、维权困难仍是普遍现
象。

王诚常感到困惑，不知道
怎样证明自己是在“隐形加
班”。张悦说：“由于担心维权
成本太高，身边许多人都选择
一边默默吐槽一边干活。”

“劳动者若要维权，主张
‘隐形加班’的加班费，最主要
的难点就是举证难。”张龙认
为，举证难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难以认定“隐形加班”是
否达到“存在实质性的劳动内
容”的标准；二是“隐形加班”
的加班时长也难以准确统计。
对此，张龙建议，劳动者要增
强法律意识，提高维权意识，
尤其是证据意识。

（本文受访劳动者均为化名）
据《工人日报》

工作正入侵自己的生活 微信群里经常被安排任务

人不在公司，活儿却在身上
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公安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关于
切实加强 2024年春季学校食品安全
工作的通知》，深入排查校园食品安全
风险隐患，保障广大师生饮食安全。

通知强调，要督促学校严格落实
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健全食品安
全管理制度和工作职责，制定《食品
安全风险管控清单》，严格落实“日管
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要求，定期
组织开展食品安全隐患排查和鼠
（虫）害消杀，重点检查“三防”、加工
场所等设施设备是否完善，清查库存
食品，清理变质、过期等食品和食品
原料等，并自查整改到位。据新华社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

深入排查学校
食品安全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