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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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百万粉丝网红“小小
努力生活”因涉嫌编造虚假身
世，卖惨牟利等扰乱公共秩序，
在直播时被当场抓获。

摆拍卖惨
半年获粉超百万

“我自幼被亲生父母抛弃
之后，被养母捡回家养大，一场
火灾中，养母的亲生女儿不幸
去世，养母精神失常后被养父
抛弃，如今我带着养母艰难度
日……”

视频中女孩的“养母”，抱着
公鸡自言自语。

女孩“情真意切”的表述俘
获了屏幕前广大网友的心。“孩
子加油”“太不容易了”“钱你一
定要收下……”

评论区里成千上万条鼓励、
关心的留言，不仅让“小小”备受
鼓舞，更让她直播间的流量疯
涨。网友打赏不断，主页店铺商
品销量飙升。

今年 4 月至今，“小小努力
生活”账号在肖某某等 4人的包
装和炒作下，以设立虚假人设、
直播卖惨方式，博取了广大网友
的同情心，账号粉丝量达 112.8
万。

9月4日，网络主播“小小努
力生活”肖某某以及其他 3名同
伙在直播期间，被沈北分局民警
当场抓获。

在公安机关，肖某某等 4

人供述了以编造虚假身世卖
惨牟利等方式扰乱公共秩序
的违法事实，目前 4 名违法行
为人均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
政拘留 10日处罚。这里面也包
括扮演养母的“演员”——肖
某某的亲妈。

肖某某录制视频向公众致
歉，“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希望大
家以我为戒！”

还有多名
摆拍卖惨者被抓

近日，全国多地类似摆拍卖
惨博眼球牟利被抓的案例还有
不少。

近日，七星关网警工作中发
现，有网民在某平台发布视频，
内容为“外来媳妇遭嫌弃殴打赶
出家门后，躲进山洞艰苦求生”，
引发大量网民关注评论，造成恶
劣影响。

经工作查明，信息发布者聂
某在家上网时刷到一些说惨卖
苦的视频，发现浏览量很高，并
听人说有流量之后就会得到平
台的奖励，就产生了“闲着也是
闲着，自己也能赚钱”的想法，于
是注册账号编段子发视频，主要
内容为：她叫王丽，从江西远嫁
到贵州，被婆家嫌弃，被丈夫殴
打，娘家也回不去，被赶出家门
躲进山洞，找野果充饥，带着娃
娃在山上生活，偶有好心人救
济送饭送被子，自己在山上搭棚

子，艰苦求生。
截至查获，聂某短视频账号

共发布作品 15个，粉丝 3.1万，
点赞5.1万。

聂某通过编造剧本、摆拍造
假等方式欺骗网友，内容冲击道
德底线，引发舆论炒作，破坏网
络舆论生态，透支公众信任，造
成不良影响。经公安机关依法对
聂某传唤调查，其对编造发布网
络谣言的行为供认不讳。目前，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公安局
已依法对违法行为人聂某给予
行政处罚，并责令删除视频。

另外，央视综合频道《今日
说法》栏目关注报道了乐山市公
安局沙湾区分局破获一起直播

“卖惨”引流虚假广告案件，沙湾

分局民警在网络巡查中发现有
人在多个网络平台公然发布虚
假视频“卖惨”引流，通过深入调
查，民警迅速锁定了一个以营利
为目的从事发布虚假视频引流
的犯罪团伙，根据前期掌握线
索，警方抓获以先某为首的团伙
成员3人。

经查，犯罪嫌疑人先某等人
在多个网络平台注册账号，组织
团队编造发布虚假信息，拍摄虚
假“贫困”视频以及直播“卖惨”
进行引流，帮助各平台网上店铺
代销水果，收取佣金敛财，涉案
金额达400余万元。

目前，该团伙 3名犯罪嫌疑
人已被乐山沙湾警方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

摆拍造假
或触犯我国刑法

我国《刑法》规定：广告主、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
家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
务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处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或者单处罚金。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
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六
十七条的规定：广告主、广告经
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
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
虚假宣传，涉嫌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
元以上的；

（二）假借预防、控制突发事
件、传染病防治的名义，利用广
告作虚假宣传，致使多人上当受
骗，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
的；

（三）利用广告对食品、药品
作虚假宣传，违法所得数额在三
万元以上的；

（四）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
准，但二年内因利用广告作虚假
宣传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
利用广告作虚假宣传的；

（五）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或
者恶劣社会影响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据极目新闻

让亲妈扮演养母卖惨，百万粉丝网红母女被拘
还有多地多名摆拍者被抓

记者调查发现，在部分农村
地区，中青年人出现啃老现象。
有的打工数年，仍须家里老人贴
补；有的为了结婚成家，婚前婚
后都让老人“大力支持”；有的婚
后子女管不了，还靠老人给抚养
费。在乡村全面振兴、城乡不断
融合的背景下，农村啃老现象亟
须引起重视。

农村啃老现象抬头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农村啃
老在20岁至40岁年龄段的中青
年都有覆盖，其中年轻人啃老主
要表现为工作后入不敷出、在家
待业等，而 30岁以上的人群不
乏靠父母买车、付房贷，部分父
母还要拿出自己的养老钱贴补
儿孙。

中部农村一名 22岁的大学
生小王今年大学毕业后未找到
工作，已在家休息几个月，他打
算先在家复习考公：“现在就业
形势不好，与其在私企混日子还
不如认真考公，一些学长连续两
三年专门在家复习。”

山西 24岁的宁博（化名）职
高毕业后进城打工数年，但不时
需要父母贴补。今年宁博结婚，
在县城买房、彩礼等 40万元左
右的花销全靠父母负担。“在外
打工日常消费高，很难攒下钱，
不向父母伸手就不错了，养娃根
本不敢想。”宁博说。

富有富啃，穷有穷啃。61岁
的王超（化名）家境相对较好，尽
管给儿子在城里全款买了房和

车，仍要贴补儿子一家。“无论穷
富都啃，富有富啃，穷有穷啃，婚
前婚后都啃。”王超说，“家境好
的还凑合，一般家境的该多难
啊。”

白彩霞（化名）是宁夏西海
固的脱贫户，她 25岁的儿子成
家后在城里打工，每月 3000 多
元的收入难以养家，她和老伴只
能节衣缩食，按月给孙子打奶粉
钱。白彩霞说，今年肉牛价格下
降，养牛基本不挣钱，她公益性
岗位每月近 1000元的收入基本
都贴补孙子了，一家人只能借新
还旧凑合过日子。

除了“啃金钱”，“啃时间”更
为常见。不少进城务工的年轻人
将孩子交给父母养育，长辈花钱
又费力。中部某省 35岁的韩飞
和妻子常年在江苏打工，有一双
儿女，都由爷爷奶奶照料。“我们
一年最多回家两次，每次在家最
多待半个月，孩子从小由我爸妈

带大，日常花销也主要由我爸妈
负担，真的没办法。”韩飞说。

农村啃老的
“就应该”和“不得已”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快速推
进，大量农村青年为就业、成家、
子女教育等涌向城市，地域流
动、阶层流动、信息流动等因素
加强，对传统乡村社会价值观产
生冲击。

受消费主义影响，农村攀比
之风抬头，有的中青年人消费欲
望强烈，一度追求高额消费，完
全超越个人能力。“干啥都要比，
说啥都是钱。”王超说，买手机只
买苹果手机，买车低价的不考
虑，必须得开出去能撑面子的，

“停在那儿都能让人高看一眼”。
高额消费掏空了一些农村

中青年人的钱包，养育子女等应

由其承担的责任义务，自然落到
了家里老人肩上。

老人的付出，被有的中青年
人视为“就应该”。自己要活得
好，活得比别人强，为了创造属
于自己的“美好生活”，他们顾及
不到抚养后代、赡养老人等传统
家庭责任，“啃”自家的老人，也
就成了理所当然。

除了主观上的“就应该”，也
存在客观上的“不得已”。记者了
解到，购房、彩礼等开支如今逐
渐成为农村家庭的大头开支。王
超说，农村青年成家、孩子上学
等城里没房根本不行，这两年买
房、买车、结婚彩礼等行情不断
攀高，以前结婚买县城的房子就
行，现在有的还要求到市里买，
一些家庭因此不堪重负。

在苏北沭阳，农村孩子要想
到城里上初中，除非成绩在乡镇
排名靠前或父母在城里有房子，
否则至少要交上万元的借读费
等，其中不乏交三四万元的。仅
这一项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就是
一笔很大的开支。如果某个家庭
不止一个孩子，这笔钱对一般家
庭来说“真的很沉重”。然而不到
城里上初中，很大程度上就意味
着与重点高中、大学等无缘。“砸
锅卖铁也得让孩子们到城里上
初中。”沭阳某镇一位老人说。

受近年经济形势影响，进城
就业及创业增收压力增大，部分
农村中青年认为不得不啃老。中
部某县人民法院法官表示，农村
中青年人进城后大多从事非固
定工作，收入不稳定，既要养家

糊口还要还房贷。近年法院受理
的民间借贷案件增多，部分是进
城务工农民房贷断供，还有的是
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的小额贷
款。

消除农村啃老现象
需综合施治

受访专家和基层群众认为，
要消除农村啃老现象，应综合施
治，既要为广大中青年农民的就
近市民化提供更多保障，也要降
低婚姻综合成本，减轻其负担，
还要推动崇德向善的乡风建设，
在思想上使其扎牢自立自强的
正确认识。

扭转农村不良风气，恢复家
庭传统功能。农村啃老与社会风
气密不可分。针对一些农村攀比
之风、消费主义抬头，部分专家
学者建议，结合各地实际探索有
效举措，发挥乡风文明软约束、
黏合剂作用，通过正向激励，引
导村民崇德向善，改善乡村风
气。

持续引导降低农村婚姻综
合成本。当前，婚姻开支逐渐成
为农村家庭最大开支，也是农村
啃老的“重灾区”。受访对象建
议，以整治高价彩礼为起点，在
住房、购车等婚姻条件上加强引
导，不断降低农村婚姻综合成
本，为农村家庭减负，让更多年
轻人看到奋斗的希望，减少滋生
啃老的土壤。

据《半月谈》

部分农村啃老怪象——

婚前婚后老人“大力支持”生下儿女老人抚养

百万粉丝网红“小小努力生活”在直播时被当场抓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