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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消费环境
三年行动

虚假摆拍视频为何屡禁不止？

“无底线”得受限

监管

新华社北京12月 23日电（记者
赵文君）记者23日从全国市场监管工作
会议上获悉，市场监管总局明年将深入
实施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全面升级
投诉举报处理体系，切实破解消费领域
痛点问题。

今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消费
者权益保护力度，大力整治消费领域突
出问题。深入整治电子计价秤乱象，查
处不合格电子计价秤 3.6 万台；完成加
油机作弊综合治理专项行动，查处案件
1530件，罚没2.9亿元；强化“职业闭店”
联合治理，严厉打击虚假登记行为，出台
预收款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严格审
查制度。

《摊牌了，世界首富是我爹》《美女
们把我包围了》《震惊全城，婆婆送大
孙子下黄泉》……前不久，超200部违
规微短剧被抖音平台集中下架，受到
社会关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日
前针对微短剧片名哗众取宠、低俗庸
俗顽疾发布管理提示，要求不得使用
恶俗、恶趣味等违背公序良俗的片名，
不渲染极端对立、复仇、暴戾、焦虑。
这一举措直击行业痛点，再次传递出
坚决整治低俗流量的鲜明信号。

不只是微短剧，近年来以低俗博
流量、赚“快钱”的现象在网上频现，令
人深思。一些所谓的“情感博主”，打
着分享真实故事的幌子，用低俗情节、
露骨言语引流，宣扬扭曲婚恋观；有的

美食博主“吃播猎奇”，通过自残的方
式进食吸引关注，宣扬畸形饮食观；有
的网民靠以奇怪眼神“凝视女模特”哗
众取宠，传递不良审美观；还有的为了
博眼球，不惜触碰法律底线，策划剧
本、直播摆拍约架，扰乱公共秩序。

以“丑”为美、以“假”乱真、以“擦
边”走捷径，种种行为传递错误价值取
向，拉低审美底线，损害网络生态和社
会风气。尤其是对价值观尚在养成阶
段的青少年而言，流量至上、畸形审美
等不良导向的影响更是不容小觑。对
这股歪风邪气，就是要依法依规、旗帜
鲜明加以整治。

让流量回归正途，需要通过政策
与市场协同发力。近年来，为治理网
络低俗庸俗媚俗乱象，我国制定了《互

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网络主播行
为规范》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为多领域互联网从业者划定了边
界，明确了导向。事实上，只有牢牢守
住底线，不越红线，才能行得正、走得
远。以有违公序良俗甚至违法违规的
出格做法，追求短期吸睛效应，终将因

“巧取流量”而失去流量。
算法时代，以正能量澎湃大流量，

让优秀的作品能够更好地脱颖而出，
离不开平台和行业的正向激励机制。
只有在流量分发、创新支持等方面，真
正向正能量从业者、优质内容倾斜，才
能以良性循环不断优化互联网生态，
使清风正气充盈网络空间。

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新华社记者余贤红

吉林市万科松花湖度假区，滑雪爱好者身着京剧服饰飞驰而下，展现别样的“国潮”之美。 新华社记者张楠摄

反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
中方立场没有变化

新华社北京12月 23日电（记者
叶昊鸣）2024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预计约645亿人次，同比增长5.2%左右。

这是记者 23 日从交通运输部召开
的2025年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上获
悉的。

据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预计集装箱铁水联运量达到约 1150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5%左右。铁路旅
客日最高发送量达到2144.8万人次，创
历史新高。全年邮轮旅客运输量突破
100万人次。民航旅客运输量突破7亿
人次，创历史纪录。预计全年完成城市
客运量约 1070 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左右。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约645亿人次

“家境贫寒的弟弟辍学卖苹果供
哥哥上大学”“被亲生父母抛弃的农村
女孩跟着养母艰难生活”“外地女摊主
摆摊被本地人欺负无法做生意”……
你是否刷到过类似视频，并为之心酸、
难过、气愤？然而，这些都是有“演
员”、有“剧本”的虚假摆拍视频。

记者调查发现，网络平台上，虚假
摆拍视频屡见不鲜，频频引发争议。
一些“自媒体”账号通过制造假事件、
捏造假人设来博眼球、收割流量；造假
视频的背后，往往有分工明确的运作
团队。

假事件、假故事、假人设

“直播骚扰女游客”“抱患病孩子
送外卖”……近期，多起虚假摆拍视频
在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相关案件已
被公安机关查处。

记者调查发现，有些摆拍视频刻
意制造家庭和社会矛盾，通过假冲突、
假事件，吸引流量。

最近，一名千万粉丝网红被公安
机关处以行政拘留10日处罚。经查，
该网红雇佣女子充当“被骚扰的女游
客”，在直播现场假装偶遇，摆拍虚假、
低俗视频。此前，“收费站旁，两男子
将一男子绑架上车”“一女子野外直播
遭两名男子控制剃光头发后下落不
明”等传播较为广泛的视频，也均被证
实为相关人员自导自演，虚假摆拍。

有些摆拍视频通过捏造假人设、
编造假故事“卖惨”，博取关注。

12月初，公安部网安局通报一起
“假扮骑手卖惨牟利”典型案件，网民
“小松”假扮成独自带娃的外卖骑手和
女儿一起送外卖。“最后一单结束了，
我俩今天一共跑了43单……不小心
给孩子脸还磕到了，还疼不疼了姑娘
告诉爸爸。”

这条摆拍视频点赞量40多万，不
少网友在评论区表达关心。但实际
上，“小松”并非外卖骑手，也不是单亲
爸爸。凭借百余条虚假摆拍视频，“小
松”积累了40多万粉丝。

造假多有团队运作

虚假摆拍视频屡禁不止，背后有
利益驱动的因素。

记者注意到，已查处的相关案件
中，很多博主采用的正是“摆拍炒作—
吸引眼球—圈粉涨粉—直播带货”这
一套路。“凉山孟阳”先在网络平台上
发布虚假摆拍视频吸粉，粉丝量突破
10 万后开始直播带货，非法牟利超
1000万元。

那么，虚假摆拍视频是怎样生产
出来的？

广西钦州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
支队支队长林举龙告诉记者，结合各
地查处的案件发现，虚假摆拍视频背
后大多是团队化运作，打造人设、编造

剧本、拍摄制作等分工明确。
打造什么假人设，往往由流量决

定。广西今年9月份查处的假扮外卖
员吸粉引流案件中，当事人王某某“眼
红”外卖骑手人设流量高，便假扮骑手
拍摄短视频，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摆
拍发布了71个虚假视频，播放量超
1000万次。

各类“抓马”剧本，可以购买或者
按需定制。记者在网购平台发现，
不少店铺售卖情感、励志、农村等类
别的视频剧本，最便宜的1万个剧本
打包出售 6.6 元。有的店铺还可以
根据需求代写、定制，宣称“对标指定
账号”。

有“自媒体”博主表示，虚假摆拍
视频的成本并不高。以现在很火的外
卖骑手视频为例，想要“起号”的话，买
套骑手衣服，拿现成的剧本，手机拍摄
就行。

今年以来，公安部继续组织全国
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
行动，对“自媒体”运营人员摆拍造谣
等利用网络谣言吸粉引流、非法牟利
等行为进行整治。今年4月，中央网
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

“清朗·整治‘自媒体’无底线博流量”
专项行动，自导自演式造假是整治重
点之一。

新华社南宁12月24日电
新华社记者李欢王楚然

决不能以低俗博流量 平台内商户
降低成本负担

新华社北京12月 23日电（记者
赵文君）市场监管总局局长罗文 23 日
表示，市场监管总局将加快出台网络
交易平台收费行为合规指南，降低平
台内商户成本负担，督促平台合理确
定收费比例，促进平台经济领域各方
主体互利共赢。

罗文表示，切实规范平台经济市场
秩序，引导平台企业优化规则、合理收
费，纠正“流量至上”“低价为王”等侵犯
平台内经营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推动平
台算法向上向善，对平台侵害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权益、利用算法实施大数据“杀
熟”等重点问题进行专项整治，切实维护
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发布

就有报道称中国政府正考虑重新开
始进口日本水产品一事，外交部发言人
毛宁 12 月 24 日表示，在福岛核污染水
排海问题上，最关键的是日方切实履行
自身承诺。

“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上，最关
键的是日方切实履行自身承诺。”毛宁
说，中方将在有效参与长期国际监测和
独立取样等监测活动实施之后，基于科
学证据着手调整有关措施，逐步恢复符
合规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

她说，中方反对日本福岛核污染水
排海的立场没有变化。

新华社记者董雪邵艺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