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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各公司车险业务，人保，平安，太平洋，
中路，国任，紫金，华农，大家……兼办验车，24小
时道路救援，查勘定损，服务理赔一站式服务！

专 业 车 险
电话：13832738807

“足金纯黄金，假一赔十”
“来薅羊毛，不计成本只为涨粉，
不上车就亏了”……网络直播间
里，黄金销售一派火热。随着国
际金价攀升，买黄金、“攒金豆”
等在消费者中形成热潮。但记者
近期调查发现，网购黄金存在不
少猫腻。

投诉增多
网购黄金“套路”多

中消协发布的 2023年全国
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表明，去
年黄金珠宝首饰投诉量大幅增
加。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上以

“黄金”为关键词检索，发现共有
3万余条投诉信息，其中不少是
关于“网购黄金被骗”。记者调查
发现，网购黄金存在多重乱象。

“999足金”，实则“掺钨、掺
铜”。天津的张女士告诉记者，1
月中旬她通过某直播间购买了
8 颗 1 克重的“金豆”。“第一次

‘攒金豆’，谨慎起见拿去送检，
结果发现并不是商家说的‘999
足金’，里面掺了钨。”张女士说。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也有多名消

费者表示，自己网购的“999 足
金”中被检测出掺铜。

“一口价”黄金，计价模式
“雾里看花”，购买页面难觅“重
要信息”。消费者李欣（化名）说，
自己在某平台店铺购买黄金吊
坠，页面没有标注“一口价”黄
金，也找不到克重信息，买回家
发现吊坠工艺普通且仅重 0.7
克，售价却近 900元，比购买时
黄金价格翻了 1倍多。李欣认为
商家故意隐瞒克重等重要信息，
客服却表示，的确没有标明克重
和“一口价”，但写了 3D硬金工
艺就是证明。某网络电商平台商
家王祎（化名）告诉记者，不少店
铺刻意不标“一口价”等字眼，甚
至将“克重”改为“长、宽”等数
据，就是为了吸引消费者购买，

“不知克重，看着不小，买回家却
发现是中空的。”

“大品牌”金饰，钢印“消
失”、二维码错误。黄金首饰上的
印记是打印或刻印的永久性标
识，一般标注着厂家代号、贵金
属材料及其纯度。湖南长沙的消
费者徐阳（化名）投诉，自己网购
某“知名品牌”金锁，收到后就发
现上面完全没有品牌标识和足
金字样，商家却回复：“金锁这么

小，钢印糊了很正常”。随后，他
扫描检测证签上的二维码，却屡
屡显示“运行时错误”。

记者通过检索还发现，一些
商家被投诉的原因集中在“混淆
概念”等问题上。如将“真金”解
释为“真的金属制品”，与消费者
玩起了文字游戏。

辨别真假难
维权同样难

不少消费者反映，辨别网购
黄金的真假，“难度系数”越来越
高。用火烤是大多数消费者最传
统的验真方式。但记者调查发
现，一些“掺假黄金”很难通过此
办法辨别。一名电商客服坦言，
有“黄金”拿火烧不变色，但实际
上掺了银。

还有一些网购黄金看似出
货单、质保单、吊牌齐全，甚至拿
到的发票上都是购买当日的市
场金价，但却“货不对板”“以次
充好”。消费者杨女士表示，自己
在去年底网购的金饰断了之后
中间露出银白色，但拿到的“鉴
定证书”上却都写着“999足金”。

辨别真假难，维权同样难。
张女士表示，发现网购黄金造假
后，希望商家兑现“假一赔十”等
承诺，即便给客服拿出相关证
明，却仅能实现退货退款，向网
络平台投诉也是不了了之。多位
消费者也反映，在电商平台投诉
后，平台客服一直拒绝处理，甚
至强制让消费者选择“退货退
款”。

王祎表示：“黄金行业的透
明度低、专业门槛高。即便明知
商家售假，维权却往往耗时耗
力。”

让消费者
购“真金”有保障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公
布，对消费者反映强烈问题进行
了有针对性的规范。专家认为，
网购已成为黄金消费的重要途
径，黄金消费往往金额较大，应
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让消费者
购“真金”有保障。

首先，线上线下同尺度监
管。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

书长胡钢认为，可实施针对消费
者反映较强烈的黄金制品消费
专项执法行动，对违规违法犯罪
经营者及其责任人进行追责。加
强消费者保护组织、检察机关的
公益诉讼工作，快速高效一揽子
解决涉及众多消费者权益的消
费纠纷。

其次，健全网购珠宝质量检
测机制。专家建议，推动建立健
全珠宝首饰的质量监测、检验检
测、鉴定评估、追溯管理等制度，
规范珠宝首饰的信息披露和标
签标识，提高珠宝首饰的质量可
信度和可追溯性。

还有，提升消费者防骗、维
权意识。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市
场监管局曹利科长介绍，尽量在
信誉好的平台选择证照齐全、有
品牌知名度、信誉良好的商铺进
行购买，必要时可向平台经营者
核实店铺身份。购买时，务必与
商家确认相关退换货规则，确保
商品附带的发票、吊牌、出货单
等信息一致，并妥善保存。

“如出现消费纠纷，与商家
沟通未果，必要时可向消费者协
会或市场监管部门投诉，遇到违
法犯罪行为应及时向公安部门
报警。”曹利提示。 据新华社

网购黄金存在不少猫腻

足金“不足”证书不“真”

“身世悲惨”的女孩坚强生
活，“动人故事”的背后是早已设
定好的剧本；打着“助农”旗号售
卖的“大凉山原生态农产品”，
实际是从批发市场低价采购来
的……近日，四川省凉山州昭
觉县人民法院对“凉山孟阳”

“凉山阿泽”案一审宣判，8人因
虚假广告罪被判处 9 个月至 1
年 2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
2万元至 10万元不等罚金。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一系
列“网红”直播卖惨、虚假助农等
违法行为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
获利运作模式。

“贫苦善良女孩”
是摆拍的

一个名叫“凉山孟阳”的年
轻彝族女孩父母双亡，需要拉扯
几个弟妹长大；她穿着破旧的衣
衫，身后的房屋残破不堪……假
装身世悲惨笑对生活，很快积累
了大量“粉丝”。

不久之后，女孩开始了直播
带货。在一场直播中，她一边剥
开手中的山核桃一边说：“不要
给我刷礼物，你们用给我刷礼物
的钱买山核桃，相当于支持了我
们这边很多的叔叔阿姨。”

然而，很快就有网友质疑她
售卖的农产品质量。更有网友实
地走访后发现，她不仅父母健
在，平时衣着也干净讲究，还不
时出入高档场所。

“摆拍！假的！”有网友在“凉
山孟阳”的直播间里留言并向平
台举报。面对质疑，主播却将网
友踢出直播间，又雇用网络“水
军”攻击举报人……

“相同的配方，熟悉的味
道”，“凉山孟阳”的套路并不新

鲜。早在 2016年，凉山州警方就
打击过一批到凉山乡村进行摆
拍、搞“假慈善”的主播。“直播带
货”则是近年来利用公众对凉山
的关注从中牟利的“升级版”。

2023年6月，昭觉县公安局
对“凉山孟阳”立案侦查，一家
MCN（多频道网络）机构——成
都澳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浮出
水面。

警方告诉记者，这家机构通
过事先设定好的剧本摆拍“吸
粉”，在短视频平台孵化出“凉山
孟阳”和“凉山阿泽”两个“网红”
账号，随后开始利用账号直播带
货。

“他们带的货有山核桃、雪
燕、红花、贝母、羊肚菌等。”昭觉
县公安局民警王虎介绍，“凉山

的确出产核桃和少量天麻，但红
花、雪燕根本不是这里的特产。”

警方发现，所谓的“原生态
农产品”大多来自成都的批发市
场。“以山核桃为例，进价约每斤
5元，卖给网友的价格在10至13
元不等。”王虎说。其间，多频道
网络机构还雇用网络“水军”在
直播间制造爆款、抢单假象，诱
导消费者购买。据警方侦查，该
多频道网络机构以此套路销售
额 超 3000 万 元 ，非 法 牟 利 超
1000万元。

这样的手法与2023年12月
被判刑的“网红”主播“赵灵儿”

“凉山曲布”如出一辙——多频
道网络机构联系四川、江苏、云
南等地的供应链，低价购入蜂
蜜、核桃等农副产品，假冒“大凉

山特色农产品”商标，以次充好、
以假充真，将假冒产品销往全国
20余个省份，销售额超千万元。

“卖惨”带货背后
有条产业链

前端打造“人设”、孵化“网
红”，中端剧本拍摄、电商运营，
末端农产品供应、流量变现……
凉山州公安局有关民警对记者
表示，在侦办类似案件过程中发
现，虚假助农直播的背后已经形
成一套完整的运作模式。

首先，幕后团队物色有“网
红”潜质的年轻男女，为他们量
身定制“人设”、写好剧本。例如，

“凉山曲布”是淳朴的彝族青年，
“赵灵儿”是“助力大凉山”的善
良女孩。最初，他们用偶遇、蹭
饭、送水等戏剧化的桥段吸引流
量，拥有一定粉丝量后，便开始
拍摄在山里收核桃、采蜂蜜的视
频，为直播带货做铺垫。

其次，这些视频往往通过安
排特定元素，精准击中社会情
绪：偏远闭塞的山区环境，女主
角身上破烂的衣服和灿烂的笑
容，破烂不堪的房屋，淳朴天真
的孩子……加之戏剧化的剧本
和纪录片的拍摄手法，以及大量

“水军”刷好评，一系列套路下，
很多人深受感动，赶紧掏腰包积
极“助农”。

据了解，“凉山孟阳”真名叫
阿西某某，其家庭曾是建档立卡
贫困户，多年前已经脱贫；她视
频中拍摄的破旧房屋是村中早
已废弃的一栋农舍。

卖惨直播刺痛了凉山广大干
部群众的心。“脱贫攻坚以来，凉
山的变化日新月异。多频道网络
机构利用外界对凉山贫穷闭塞的

刻板印象打造‘人设’，欺骗了广
大消费者，也伤害了当地干部群
众。”昭觉县一名基层干部表示。

加强网络机构监管
规范助农直播

昭觉县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认定，成都澳维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低价购入非凉山农副产品，通
过阿西某某（“凉山孟阳”）、阿地
某某（“凉山阿泽”）在抖音平台
以直播带货的方式，对商品进行
虚假宣传并大批量销售，其行为
构成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
的虚假广告罪。

据了解，2023年以来，凉山
州网信部门联合公安、市场监
管、农业农村、商务等部门，深入
开展“清朗·从严整治‘自媒体’
乱象”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摆拍
卖惨、虚假助农、伪慈善等违法
违规行为。

专家指出，当前助农直播带
货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了积极作
用，对正规的助农直播带货要加
大支持力度；同时，不能让虚假
助农、卖惨直播这颗“老鼠屎”坏
了助农带货这锅“汤”。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教授王炎龙表示，为牟取暴利，
一些多频道网络机构奉行“唯流
量论”，以摆拍、造谣、编造剧本
等欺骗网友，挑战公序良俗甚至
法律底线。“监管部门要加大对
多频道网络机构管理力度，建立
有效的行业规范，对违法违规的
机构果断采取处罚措施。”

办案民警王虎说：“‘网红’
一定要诚信从业，不要试探法律
的底线。也希望广大消费者提高
警惕，提高甄别能力，不要盲目
相信‘网红’主播。” 据新华社

“贫苦善良女孩”卖“原生态农产品”？
——揭秘直播卖惨背后黑色链条

““凉山孟阳凉山孟阳””直播视频截图直播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