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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态

“假靳东”卷土重来，依然
在诈骗老年人。家住上海的王
女士就陷入了这样一场骗
局。喜欢看直播的她受邀加
入“靳东”的“私人直播间”和“明
星粉丝团”，背着家人通过转
账的方式，参与所谓的“应援投
资”和“公益项目”，前后砸进
去20万元。

受骗的老年女性还有不
少。今年5月至7月，上海静安
警方赴多省市开展收网行动，
先后抓获假靳东犯罪团伙成员
8人。事实上，假靳东诈骗事
件在几年前便出现过，靳东本
人也曾专门出面作出回应。只
是没想到，诈骗团伙依然猖獗，
中老年“粉丝”仍然会上当。

迷上假靳东的中

老年女性

截至目前，警方已经查证
多个省市的5名被害人，基本
上都是60多岁的中老年女性，
涉案金额近百万元，而王女士
直到案发，仍坚信“靳东”是明
星本人。

王女士的儿子小王介绍，

母亲非常迷恋影视明星靳东，
每天都要在“靳东”的直播间里
聊天互动。小王偷偷留意母亲
观看的直播间，发现该直播间
是以明星靳东的照片为背景，
图片制作相当粗糙。偶尔，直
播间会有语音聊天环节。让人
匪夷所思的是，直播间里从来
没有真人出现过，一般是播放
“偶像”视频，配以温情旁白：
“姐姐好，我虽然是明星，但也
是个普通人，也希望交到真心
的朋友”……

即便小王多次向母亲指出
疑点，王女士还是难挡“偶像”
的甜蜜攻势，不断把自己的积
蓄打赏给“靳东”。无奈之下，
小王只能报警求助。

非常低级的诈骗手段

接到小王的求助后，上海
静安警方多次上门对王女士进
行反诈劝阻，无奈王女士已被
深度洗脑，拒不配合调查，并坚
称“想给谁钱是自己的权利”。
从头到尾，王女士连自己的手
机都不肯交出，更别说提供任
何有价值的线索。民警只能通

过小王提供的母亲存折信息，
启动警银协作机制，梳理被害
人资金流和信息流走向，但收
效甚微。

今年4月，小王偷偷拿到
了母亲的手机，将详细的直播
间账号、聊天和弹幕记录等线
索提供给警方。警方很快查到
了实施诈骗的幕后团伙。

据犯罪嫌疑人王某交代，
他在直播中使用的明星照片和
视频资料，都是从网上下载的，
互动过程中使用的明星声音也
是通过软件修改的变声音频。
其他团伙成员主要负责招募和
维系“粉丝”，他们把那些被“明
星偶像”吸引来的人经过筛选，
拉入所谓“明星私人粉丝团”，
再由团伙成员加上微信，以“明
星”身份与被害人进行情感交
流，有时还会寄送一些“小礼
物”，比如红酒、香水等作为回
报。当被害人信以为真后，犯
罪团伙就转入传统“杀猪盘”模
式，实施定向诈骗。

据诈骗团伙交代，在选择
潜在目标时，他们会提前对被
害人身份信息及家庭情况展开
调查，物色中老年女性行骗，利
用她们缺少精神寄托、生活空
虚的弱点，用关心、关爱冲破她
们的心防。

被忽视的情感需求

在“假靳东”现象背后，还
有多少令人心疼的“王女士”没
有被看见，我们不得而知。今
年3月份，江西上饶一位68岁

的丁女士因为刷视频陷入骗
局，甚至靠捡垃圾卖钱，也要给
假靳东刷礼物，3年时间刷了3
万余元。“假靳东在视频里喊她
‘姐姐，亲爱的’，我妈听得都痴
迷了，晚上一个人躲到角落喊
对方‘亲爱的弟弟宝贝’。”丁女
士的女儿刘女士痛心地说。

熟悉短视频的人都看得
出，“叫姐姐”的铺垫，不过是指
向点赞数、互动量和打赏。可
是王女士、丁女士以及和她们
处境相似的中老年女性，还是
一头扎进了这一厢情愿的骗局
里。似乎骗子没做什么，只是
嘴巴甜点，态度亲密点，就能让
她们付出一片真心。她们的精
神生活的贫瘠可见一斑。对
此，有社会学家提到，最近这些
年，“中国大妈”虽然常常处于
被围观的位置，但少有人关心
她们的真实境况。在她们身
上，普遍的情况是：她们在厨房
忙碌半生，没有多少社会关系，
她们习惯了为家庭成员付出，
但拙于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
而当子女逐步脱离家庭，她们
的一大部分情感支撑被抽离，
丈夫如果没有及时给予足够的
精神支持，就很容易出现各种
心理问题。

这一现象在另一受害人黄
月的身上体现得很明显。早在
2020年，假靳东事件就被媒体
曝光过。当时，61岁的黄月因
长年得不到丈夫认可，后来迷
上“靳东”，甚至想离家出走。
黄月的丈夫事后意识到妻子的

情绪问题，所以承担了家务。
这对他来说，已经是一种爱的
表现。可即便是想让黄月回归
现实，丈夫用的还是打压妻子
的话术，比如“你又不是美女，
靳东怎么会约你”。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黄月坦言，她没有经
历过爱情，也没有爱好，家里矛
盾重重，她却无人倾诉。

如何防止“假靳

东”一次次卷土重来

现在，假靳东们被抓固然
是好事，但是“假靳东”能一次
次卷土重来，说明打击类似的
“明星”直播诈骗，还需要多轮整
治，久久为功。此外，有关部门、
社区等要对此类问题充分重
视，广泛开展直播、短视频等平
台的防诈骗培训，提升中老年
群体对假靳东们的辨识能力。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银
玲表示，为防止假靳东们一次
次地卷土重来，“对症下药”才
是良策，“中老年女性渴求情感
上的寄托，对亲密关系仍然怀
有不可明说的憧憬，这些憧憬
需要找到合理的方式得到宣泄
和满足”。比如，中老年男士应
对伴侣保持积极的正面评价，
退休后应主动分担家务等。此
外，中老年女性自身也应和邻
居、亲友、社会组织之间建立良
好的人际支持体系，“当孤独感
来临时，就能有更多的渠道来
抒发不良情绪”。
（综合摘自《新民晚报》《羊

城晚报》《新周刊》）

假靳东卷土重来 竟还能骗倒她们

孩子能说出一些“大人
话”，这种反差总是能博人一
笑。如果只是随口的童言无忌
还好，但有的视频博主，却把这
种反差当成了涨粉秘籍，不断
编出一些剧本让孩子来摆拍。
如今，这类短视频爆火网络。

张口闭口都是“段子”

“我的人生规划是，让我爸
把我养到20岁，让老公把我养
到60岁，让我儿子把我养到80
岁，我啥也不用干！”短视频平
台上，一个看起来也就是几岁
的小女孩，大谈自己的人生目
标，这些话绝不是她这个年龄
段能说得出口的。这番话语并
非原创，网上早就有了类似的
段子。

另外一条视频中，爸爸想
让小女孩帮忙倒杯水，遭到小
女孩拒绝后，爸爸嘟囔了一句
“养你有啥用啊？”可没想到，这
句话遭到了小女孩的连珠炮还
击：“你能把我从医院抱出来，
我也能把你从火葬场带回来。
你给我买大房子，我给你买小
盒子……”评论区里，有网友表
达了不满，“这样的话教给孩子
说，别把孩子带歪了”。

摆拍涨粉速度快

很多摆拍的“亲子搞笑”视

频，虽然表演痕迹很重，传递的
也并非正能量，但因为孩子说
的话听起来很逗，在涨粉引流
上很有成效。上文大谈人生规
划的小女孩，一年下来拍了100
多条视频，所属账号也积累了
10万多粉丝。还有的账号，已
经到了流量变现的阶段。一个
同样以父女段子为主题的短视
频账号，粉丝已经达到了1000
多万。有的视频刚点开看，还
像是父女之间在闲聊天，可聊
着聊着就引入了广告。

视频背后有套路

这些利用儿童摆拍的视
频，更新频率惊人，很多都是日
更，内容还不带重样，这都是怎
么做出来的？经搜索发现，网
上专门有一批短视频剧本写
手，以网店的形式接单，客户需
要什么样的剧本，他们就写什
么。记者询问客服，自己想开
一个短视频账号，内容是家长
和孩子在一起时的搞笑段子，
能不能帮忙写剧本？对方则回
问了孩子的年龄、性别、大人谁
参与出镜，随后开出了1条1分
钟剧本100元的价格。

除了单独的网店，记者还
在网上找到了专门买卖短视频
剧本的平台，上面售卖的剧本
也有很多是家庭亲子主题，售

价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

摆拍视频被加工

成“新闻”

这些演出来的摆拍视频，
到底有没有规定加以约束？一
家短视频平台的社区公约中，
明确写道，“不能让未成年人从
事与其心智不符的，有碍未成
年人身心健康的表演或行
为”。然而视频里那些孩子，能
说出大量远超该年龄认知的话
语，甚至有三观不正的嫌疑，显
然已经违背了这条公约，但平
台并未对其进行监管。

缺乏监管的后果，就是有
些流量大的摆拍视频，还会被
其他自媒体账号掐头去尾截
取，再加上虚假的日期和地点，
视频摇身一变成了“新闻视
频”，仿佛这个不是演出来的段
子，而是发生在生活当中的真
事。处理过的视频被转发于其
他视频平台之上，有些因为孩
子的言语过于出格，还遭到了
网友的言语攻击，造成的影响
十分恶劣。

（摘自《北京晚报》）

说“大人话”的孩子成赚钱工具

“树大开枝、儿大分家”，大
多数儿女成家后，都会另立门
户，组建自己的小家庭。然而，
安徽省肥东县桥头集镇竹塘社
区有一户施姓人家，几十年来
兄弟俩同吃同住，成家不分家，
在当地传为佳话。
“我和老伴、我弟弟和弟

媳，住在一起已50多年，从没
分过家。”两兄弟中，哥哥施仕
堂今年74岁。施仕堂详细解
读了“不分家”：“吃饭在一起，
钱也放在一起花，无论谁的孩
子都视如己出，平等对待。”

说起“不分家”的原因，施
仕堂坦言：“都是顺其自然过来
的。年轻时条件不好，有时饭
都吃不上，我们一家人就勒紧
裤腰带，共渡难关。慢慢地，日
子好过了，大家也习惯在一起
生活了。”

按说两个小家庭在一起生

活几十年，少不了摩擦、矛盾。
对此，施仕堂笑着说：“说起来
怕你们不相信，这么多年，我们
之间从没红过脸。尤其她俩
（老伴和弟媳）处得比姐妹还
亲。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在饭
桌上说。大家都不会藏着掖
着，有啥说啥。钱由我老伴统
一管理，全家需要开销什么，比
如说买什么家具，买什么衣服，
哪怕人情往来，都会公布，每一
位家庭成员都会知晓。”

施仕堂有一儿一女，施仕
堂的弟弟有一个儿子。在这个
家里，三个孩子打小就完全享
受平等待遇，四位“家长”把浓
浓的爱都给予三个孩子。每个
周末，只要没什么特殊的事情，
儿女们都会带着孙子回家团
聚。一大家子人坐在一起吃饭
聊天，其乐融融。

（摘自《合肥晚报》）

七旬兄弟50多年不分家

在甘肃嘉峪关，
有一支平均年龄68
岁的模特队——雄
关夕阳红模特队，模
特队的组建者是83
岁的刘育勤。

2012年，退休在
家无事可干的刘育
勤突然有了组建一支老年模特
队的想法。她的想法得到几个
朋友的支持，一下召集来了五
六人。有了人员，去哪里排练
又让她犯难。她所在的新华社
区领导得知情况后，在社区二
楼专门腾出一间房子，供她们
日常排练、休息。渐渐地，老年
模特队从组建初的五六人，发

展到最多时的41人。
在排练室，经常

能看到模特队排练的
身影。她们对每个动
作、每个手势都一丝
不苟、有板有眼。随
着模特队被越来越多
的人所熟知，她们被

邀请演出的机会也渐渐多了
起来。刚开始，模特队在市内
演出，后来还被邀请到甘肃兰
州、云南等地演出，曾获得甘
肃公共频道 2014年《没你不
行》栏目服装造型奖。今年，她
们还获得了云南第八十二届中
国文化艺术交流大赛三等奖的
荣誉。 （摘自《嘉峪关日报》）

八旬领队带模特队走上大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