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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作一 

凉山、攀枝花石榴“卖惨带货”现象调查： 

视频全是摆拍，主播给钱找村民当演员 

封面新闻记者 周翼 徐湘东 罗石芊 

●四川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封面新闻记者走访凉山州会理市、攀枝花市仁和区的石榴产区，对凉山、攀枝花

石榴“卖惨带货”现象进行调查。 

●这些热门视频的背后，实则为“卖惨带货”的营销套路。 

9 月，四川省凉山州、攀枝花市的石榴进入成熟季。在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段催泪短视频：老人向路边车

辆推销石榴，但车内人员却将石榴扔到车外，老人默默将石榴捡起，弯腰鞠躬……这些令人心酸的视频，引发网友

关注同情，还有多家网络账号将视频内容作为新闻进行了转发。 

但感动之余，部分细心网友发现了疑点：这些视频中，石榴被扔到车外的情节基本相同，但卖石榴的老人却不

是同一人。相似的情节，不同的版本，是巧合，还是另有隐情？ 

连日来，四川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封面新闻记者走访了凉山州会理市、攀枝花市仁和区的石榴产区，辗转寻

找到了上述视频中的多名老人后发现，这些热门视频的背后，实则为“卖惨带货”的营销套路。 

网友质疑 

“老人石榴被扔车外” 相似情节却有不同版本 

凉山州会理市，被誉为“中国石榴之乡”，石榴种植面积、产量、产值，为全国八大石榴主产区之首。与会理

市相邻的攀枝花市仁和区，也是知名的石榴产区。 

9 月石榴丰收季，不少主播通过短视频平台销售石榴。一些拍摄于当地石榴产区的催泪视频，却获得了大量

点赞。 

“锋哥在路上”于 8月 30日发布的一条视频，点赞数达到了 13.7万。视频中，一名老人背着背篓，站在一

辆皮卡车旁推销石榴，但车内的人却将老人递出的石榴扔到地上，老人捡起石榴后，还向车里的人鞠了一躬。 

“尔康（水果达人）”8月 31 日发布的视频，情节也类似。一名大叔带着 2个小女孩，向路边车辆推销石

榴，驾驶员一把将石榴打落在地。大叔眼中满是无奈，说的一句“生活本来就不讲道理嘛”，让评论区的网友“破

防”。 

“2叔日记（二叔愣娃）”8月 30日发布的视频，内容也是一名老人在一辆车旁卖石榴，石榴被扔到地上，情

节基本一样。 

“黑牛应季水果”9月 7日发布的视频，则更加“感人”。9岁男孩“小宝”和奶奶外出卖石榴，奶奶用衣服

垫座怕弄脏车子座椅等细节令人动容。发布者称，该视频“全网播放 3亿”。 

相似的情节，却有着不同的版本，有网友质疑这些视频是在摆拍。相关账号的粉丝数量，从几千到 60多万不

等，其共同特点是：通过视频引流，在平台带货，销售石榴。 

记者调查 

石榴被扔情节为摆拍 付费找老人出演 

为验证视频中内容的真实性，封面新闻记者进行了调查。 

经多方寻找，9月 5日，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田镇，记者找到了“锋哥在路上”视频中的老人。 

老人名叫李大富，今年 66岁。他表示，视频里面的内容都是“演的”。他回忆，视频大概拍摄于 8月底，对方

让他背着石榴去找人收购，“石榴都是他们的，那天我没有去摘石榴。” 

“开始那天，给我拿了 200 块钱。”李大富说，之后，拍摄者又在他家的石榴地里拍摄了多条视频，并请他参

与了卖货直播，“前后一共给了我 1500元钱。” 

李大富的儿子李华介绍说，他家种植了 20余亩石榴，一年能卖 10多万元，“视频里面的内容都是假的。” 

李华表示，当时，父亲并不知道对方拍摄视频的目的，现在父亲也很气愤，“这种行为会压低石榴价格，损害



我们果农的利益。” 

拍摄者请村民当演员 还曾想让老人下跪 

在“尔康（水果达人）”视频中，一名大叔带着 2名小女孩卖石榴，一句“生活本来就不讲道理”令人很心酸。 

9 月 6日，在凉山州会理市通安镇花房村，记者见到了这名大叔——52岁的村民李金邦。 

“都是他们教我说的，我家根本没有种石榴。”李金邦表示，前段时间，几名自称收石榴的人找到他，说拍个

宣传视频。随后，他和两个女儿被带到新发镇乐寨村，拍摄者让他根据设计好的情节，进行了一段表演。 

“当时给了我 400 块钱，他们教我怎么说、怎么做，教了好几遍我才记住。”李金邦回忆，一周之后，拍摄者

又把他接到会理去做了一场直播，再给了他 400 元，“直播时，喊我说是我家的石榴，说是家里还有八九万斤卖不

出去。” 

在该账号的另外一条视频中，还出现过一名在公路边摆摊卖石榴的老人，他是会理市彰冠镇大发村 69 岁的周

大爷。 

“他们过来说帮我卖石榴，让我跟着他们说的去做。”周大爷说，对方还曾提出让他下跪，但被他拒绝了，拍

摄结束后，对方给了 200元。 

原以为是做宣传，但当周大爷从邻居手机中看到发出来的视频后，气得直跺脚，“贪这 200 元，我太丢人了，

我家种石榴每年有 10多万的收入，养羊每年也有几万块！” 

卖石榴的男孩家并没种石榴 以为拍摄者在行善 

在“黑牛应季水果”发布的视频中，9岁的“小宝”和奶奶的故事，感动了大量网友，视频评论、转发均上万。 

该账号还发布后续，“揭秘”了这条“全网播放 3亿作品背后的故事”，称“小宝家的石榴已经全部卖完了”“我

每个月会拿 500块钱给他们”，得到网友一致点赞。 

9 月 8日，在攀枝花市仁和区某乡的一个村里，记者见到了“小宝”和他的奶奶起婆婆。 

起婆婆介绍说，前几天，她带着“小宝”去卖核桃，有几个年轻人过来问情况，“说看着我们可怜，要帮助我

们。” 

随后，起婆婆和“小宝”被带到了仁和区大田镇，拍摄了这条广为传播的视频。她证实，她和孙子说的话、做

的动作，都是拍摄者教的，视频拍完后收到了 200 元钱，“后面又来了一次，送了一辆自行车，还有一些衣服、鞋

子，又给了 3000块钱。” 

起婆婆表示，她家缺少劳动力，并没有种植石榴，只有少量的核桃和玉米，她并不知道对方拍视频的目的，认

为是在做好事。 

市场走访 

价格比往年稍降 没有滞销情况 

这些短视频中，拍摄者均提到，当地果农面临销售难题，拍视频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卖果。当地石榴销售情况

如何？记者走访了当地的石榴市场。 

今年，会理石榴再获丰收，产量预计达到 14 亿斤。在会理市彰冠镇和鹿厂镇，场镇上随处可见收购石榴的卡

车，在石榴地旁，也停着不少车在等待装货。据收购商介绍，相比往年，今年石榴价格稍有下降，根据大小和品质，

收购价在 1元至 4元多不等。 

在仁和区大田镇，高速路口就能看到不少收购石榴的大货车。果农开着三轮车，将石榴拉到收购点，称重后再

跑第二趟，当天果子全部卖完后再结算。 

“大田镇目前种植石榴 15000 多亩，年产量约 6000万斤。”攀枝花市仁和区石榴专业技术协会会长张培振介绍

说，“高峰期每天能销售七八十万斤，不存在石榴卖不出去的情况。” 

监管部门 

对问题账号责令整改 下架视频百余条 

这些账号在带货时，大多配上了相关村民的照片，还有类似“助力大叔家的石榴”等字样。其橱窗中售卖的石

榴，销量从 3000多到上万件不等，最高的达到 16000多件。 



针对此类“卖惨带货”现象，今年 7月，会理市发布了《关于规范会理石榴营销市场的通告》，明确严禁以“卖

惨”“悲情”营销等涉及虚假宣传、虚假广告等方式进行网络营销。 

“会理市委网信办、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公安局、商外局和供销社成立了联合执法组。”会理市市场监

管局工作人员介绍说，“目前，我们对接到的 24 个问题线索进行了排查核实，其中立案查处 1 个，对 18 个账号责

令整改，下架了不规范视频，5个涉及其他区域的移交当地处理。” 

今年 8 月，攀枝花市也发布了《关于规范网络交易经营行为的提示函》，对采用扭曲卖惨式营销，构成虚假宣

传、价格欺诈等相关违法的行为将依法处置，并督促网络平台对恶意营销账号给予严格惩处。 

攀枝花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攀枝花市场监管部门正联合公安、商务、农业农村等部门依法处置一批

违法线索，并向电商平台通报相关“悲情营销”式的虚假宣传、虚假广告的视频，督促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

终止交易和服务等必要措施，目前已下架相关视频 100余条。 

（本文中村民名字为化名） 

 

代表作二 

又一起！盐源苹果烂地里没人收？当地回应：卖惨摆拍 

记者 罗石芊 

11 月 14 日，博主“阿乐鲜生”（曾用名“阿乐下乡村”“老兵阿乐”）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一条内容为“大爷

说三年没见他儿子了，那一刻我流泪了”的视频。视频中，一名老人称，因位置偏僻道路不通等原因，导致今年的

苹果难以卖出，博主表示，要收下老人所有的苹果进行销售。不少网友看后纷纷表示感动，称赞博主“有爱心”“太

善良”。 

这条令人感动的视频背后，却另有猫腻。11月 28日，封面新闻记者了解到，该视频拍摄地为四川省凉山州盐

源县，视频中的老人为盐源县卫城镇大堰沟村村民王大爷。据盐源县卫城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介绍，因无人管理土

地，今年王大爷家只收获了两筐苹果，并不存在视频中苹果滞销的情况，视频内容为卖惨摆拍。 

视频：老人家中苹果无人收购烂地里 

博主主动帮卖感动网友 

“大爷，我们是过来收苹果的。” 

“我们家有很多苹果，因为路不好走，没人来收……” 

在“阿乐鲜生”的视频中，他和一名老人的故事，从在路边收苹果的“偶遇”开始。 

在老人家的果园中，这名博主现场掰开了一个苹果，对着镜头展示苹果是“满满的糖心”，并提出将尽力帮老人卖

苹果。之后，他又来到老人家里，老人说，其儿子因患病住院，老伴也早已去世，自己 3 年多没能看到儿子了，现

在准备卖了苹果，买新衣服和吃的去看儿子。 

视频发出后，令人感动的情节让不少网友泪目，大家纷纷为博主的行为点赞，还有网友提出，想要买一些老人

家的苹果。 

真相：老人家中今年并无苹果 

视频内容为摆拍 

事实真的如同视频中呈现的这样吗？ 

今年 9月，在四川凉山、攀枝花等地，也曾有博主以类似的“卖惨”剧情吸引网友关注，进行石榴销售。同样

的偶遇，同样因为没人收水果烂到地里的剧情，让不少细心的网友发现了其中疑点，并质疑视频内容的真实性。 

11 月 28 日，封面新闻记者从盐源县卫城镇人民政府获悉，视频中的老人为卫城镇大堰沟村民王某贵，因其子

生病，目前养老事宜和家中土地由侄子钟某帮忙管理。因今年钟某工作调动，土地缺乏管理，老人家中苹果仅收获

了两筐，且已送人，并不存在苹果卖不出去的情况。因此，视频内容为虚假摆拍。 

此外，据王某贵老人说，拍摄视频的博主承诺，拍了视频后会买米来看望他，但最终，博主也没有给老人送米。 



目前，“阿乐鲜生”账号仍在运行，其视频账号中，有不少类似情节的短视频，但已经找不到与王某贵老人相

关的视频内容。 

“卖惨摆拍”事件多发 

律师：“卖惨营销”可能构成诈骗罪 

今年 9月，凉山州公安局等部门公布的四川首例“系列网红主播带货案”，揭示了“凉山曲布”“赵灵儿”等网

红通过制造“视觉贫困”，带货销售假冒农产品，最终谋取高额利益。 

同月，在四川攀西地区，不少主播也用花钱找“演员”，卖惨摆拍的方式“帮助”当地农户销售卖不出去的石

榴。经封面新闻记者调查，视频情节都是剧本，“演员”家里并未出现水果卖不出去的情况。 

在今年年初，主播“云南波波”（又名：波波善行）在被凉山警方抓获后坦言，自己在看到一些主播通过直播

带货挣钱后，开始编造虚假故事，以“卖惨”的形式博取网友同情，从而涨粉后走上带货挣钱的道路。 

对此，四川一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小明律师认为，结合相关案例和法律规定，“卖惨带货”这种销售行为或

手段，如果跨越了相应边界，极有可能构成诈骗犯罪。 

林小明表示，如果“卖惨”具有相应基础事实，实施人将惨况进行扩大或者夸张，那么这种营销行为还属于民

事上的欺诈，也就是利用了受众或购买者的同情心进行了相应营销，实施人不用承担刑事责任。但是，购买者可以

以重大误解或者受到欺诈为由，主张购买合同无效从而要求退款。 

如果“卖惨”本身就是虚构的事实，而实施人还加以夸大来欺骗消费者购买水果；同时，该欺诈行为足以导致

消费者错误地处分自己的财物，也就是掏钱购买相应水果，所购买水果质量与该水果实际价值或当地行情相差太远，

售卖水果金额达到诈骗的刑事立案标准，那么“卖惨”的实施者可能构成违法或犯罪，应根据相应情况受到行政处

罚或追究刑事责任。 

 

代表作三 

云辟谣｜慈善主播在凉山给老人发钱？ 

老人：发 3000 元收回 2800 元，还找我借钱摆拍 

记者 罗石芊 徐湘东 

破旧的房屋，昏暗的灯光，老人和小女孩在火塘边吃饭，身旁杂物堆积，主播指着低矮的小屋说，“这是祖孙

两人居住的地方……” 

在某短视频平台，自媒体博主“云南波波”（曾用名：波波善行），展示了大凉山一名老人和小女孩的简陋生活

环境，称女孩是老人捡来的孤儿，两人相依为命。不少网友看后，直呼“太心酸”，在评论区留言想要资助这个家

庭，也有一些网友分析认为，视频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事实到底如何？2月 16 日，封面新闻记者来到凉山州西昌市马鞍山乡，实地探访了博主视频中出现的村子。 

当地多名村民确认，此博主的多条视频内容都是“导演”的，他还曾向村里的老人借钱来摆拍“发钱”的视频。

其中一条视频里，博主自称“资助”一名老人 3000元，但视频拍完后，又收回了 2800元。 

博主拍视频给村里老人发现金？ 

村民：“他曾找我借钱拍的视频” 

在“云南波波”曾用名“波波善行”的账号中，发布过他给老人发放现金资助的视频。 

“1、2、3……这个 2000 元我送给那个孤儿，然后这个 3000 元你就拿着，过两天给孩子上学时候用……”视

频中，博主一边将“好心人资助的 3000元现金”交给旁边的老人，一边叮嘱她要把钱放好。而视频的文案则写着：

“已经安排好，感谢大家支持”。 

在马鞍山乡马鞍村，封面新闻记者见到了视频中的老人——黑木婆婆。据老人回忆，当时，一名拍视频的小伙

子确实给了她 3000 元现金，但视频拍摄完后，对方收回了 2800 元。 



黑木婆婆说，此前，这名小伙子曾多次到过她的家，其间确实有送过衣服、方便面、橘子等物品。但由于语言

不通，她并不能听懂对方说的话，沟通要靠她的孙子来翻译。 

“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还找我借了 500 块钱，说拿来拍视频。”黑木婆婆说，但当时她有 100 元是零钱，对方

就只借了 400 元，“我还担心他不把钱还给我，但拍完视频，他就把钱还了。” 

华文中宋跟随另一位被“云南波波”拍摄视频的村民肖婆婆的脚步，顺着一条小路，记者来到一间破旧的小屋。

小屋中，堆放着背篓、锅、水壶等杂物。这间小屋，就是博主在直播中，提到的祖孙两人的住所。 

“因为我的菜地在旁边，所以这里放了一些东西，但我没有住在这里。”对于博主所说的内容，肖婆婆也有些

气愤，“这间屋里没有电，也没办法住人。” 

随后，肖婆婆带着记者来到了她的家中。明亮的电灯，干净的床铺，冰箱里还装满了腊肉。肖婆婆说，这才是

她的家。 

当地村民说，现在，大家都有安全住房，肖婆婆也不例外，那间小屋，是肖婆婆的生产用房。为了方便去地里

劳作，大家会将常用的生产工具，都放到生产用房中。 

据肖婆婆介绍，她没有子女，也就没有孙女。博主视频中的小女孩又是谁？ 

马鞍山乡马鞍村党支部书记肖伟介绍说，这名小女孩，是博主视频中“村长”的女儿，但所谓的“村长”，只

是村民张某。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村民，我也不晓得，他为什么要说我是村长。”对于自己成了“村长”，张某也是一脸无奈。 

他说，直播中的小女孩是他的女儿，之所以答应配合直播，是因为那名小伙子告诉他，可以资助女儿直到上大

学。“当时是我在放羊的时候碰到了他，他告诉我，他是做慈善的，可以找人资助我的女儿一直上到大学，我就同

意配合他拍视频了。” 

张某说，后来，在知道博主拍摄的视频有问题后，他提出让对方删除相关视频，并且拒绝了对方提出的“资助”。 

小女孩因没户口没能上学？ 

学校：有学籍证明，正在学校读书 

在某视频平台上，“云南波波”还曾发布过马鞍山乡一对姐弟的视频。视频中，姐弟两人每天上山背柴，平时

只能吃土豆，而且姐姐因为没有户口，虽然成绩很好，但只能在家中放羊，让评论区中不少网友直呼“太可怜”。 

2 月 16日，在西昌市巴汝镇某小学，记者见到了视频中的小女孩阿依（化名）。阿依说，其实，视频中的不少

内容，都是“一名叔叔”教他们姐弟两人摆拍的。 

“平时只吃土豆，还让我弟弟假装哭，这些都是那个叔叔教我们的。”阿依说，这名叔叔告诉她，要是能拍视

频，就能够得到衣服和钱。对方曾给过姐弟两人 500元，视频拍摄结束后，又收回了其中 300元。 

对于姐弟两人不能上学的说法，阿依的老师陈老师觉得很不可思议。他说，阿依姐弟两人 1到 4年级都在当地

村小就读，5年级时转入该校，目前正在学校就读，并没有出现过辍学的情况，且姐弟两人都有对应身份证号和学

籍证明。 

据了解，目前，凉山州相关部门正在对“云南波波”及相关事件展开调查和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