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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部：崇宁路17号4楼（检察院西隔壁）82700029（大别山老王）

大别山老王告诉您
孢子油怎么选
看配料表、三萜含量、含油量。孢子油主要是吃油！
纯孢子油：0.5克/粒。100粒/瓶/3000元。5送1

【纯油成本高，利润小，不还价】
孢子油：【含甘油、明胶、纯化水】100粒/瓶。0.5克/
粒。6瓶/2500元，15瓶/6000元。三萜21.6
椴木孢子粉：1000元/斤。买3送1

山里人 自产自销 货比三家
●周彩云遗失无锡市崇安寺商业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号
为32653566金额为43800的增值
税普通发票、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史浩毅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T320389051，声明作废

82767591广告热线

苏和堂南禅寺店（解放南路701号/朝阳公交停车场旁）400-102-0026
苏和堂西洋参0.5元/克

2022年12月19日
停气通告

因燃气施工需要, 下列用户

将按计划停气：惠山区长安友谊街

504-508#，停气时间为2022年12

月 19日 09：00至 2022年 12月 19

日16:00，停气时长7.0小时。

无锡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17日

2022年12月19日
停气通告

因燃气施工需要, 下列用户

将按计划停气：仙河苑二期201-

230号，停气时间为2022年 12月

19日 08：00至 2022年 12月 19日

17:00，停气时长9.0小时

无锡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17日

“我们孩子怎么没教育好，你要
有意见就去找警察”“你要是敢骂人
我就骂死你，真没有教养”……今年8
月，在高铁上因小孩吵闹，一名女乘
客出声制止，从而引发该女子与3名
家长之间的骂战，双方言语中都带了
不少具有威胁、侮辱性的词汇。

其过程被一名女乘客用手机拍
摄下来，上传至短视频平台，热度很
快发酵起来，相关话题冲上热搜，大
量评论对孩子家长口诛笔伐。因视
频中3名家长的面部清晰可见，有网
友将这3人的正脸画面剪辑出来，配
以“没素质的一家人”等文字，号召网
友进行“人肉搜索”。

事件持续发酵后，那位拍摄上传
视频的女乘客呼吁“恳请大家不要网
暴，他们罪不至此”，并删掉了相关视
频。

在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类似
的曝光视频不胜枚举。记者近日随
机采访了北京、天津、陕西等地近30
位网民，受访者均表示在上网过程中
刷到过甚至经常刷到这类曝光视频，
内容包括当众骂战、打架、公共场所
不文明行为等。

来自陕西西安的王女士告诉记
者，她有时外出遇到路人吵架或者争
执等情况，也会下意识地拿出手机拍
摄记录。“有一次我乘坐公交时，遇到
一个大妈和一个女生因为让座问题
起了争执，大妈骂得挺难听，我就拿
出手机拍了下来，发到网上曝光那个
蛮横的大妈，不过没几个人看。”

多名受访者说，刷到这类曝光视
频时，第一感受是这些不文明行为令
人愤慨、应该被谴责。至于视频是否
客观真实反映了当时的情况，拍摄上
传这类视频是否侵权等，这些问题基
本不会去想。

也有受访者提出，曝光揭露不文
明不道德行为是正义之举，维护的是
公共利益。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任何人不得制作、
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北京理
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孟强说，未经同意
而擅自通过手机拍摄他人的肖像、录
制他人视频，这些行为一般都不属于
民法典中规定的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
肖像权人的合法权益制作、使用、公开
肖像权人的肖像的合法行为，因此构
成对他人肖像权的侵犯。

“如果拍摄者将拍摄的他人照片
或视频上传到网上，则侵犯了他人的
肖像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极
有可能对他人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等
造成严重影响。”孟强说，受害人有权
要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
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包
括精神损失)等民事责任。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晓
增告诉记者，即使是打架斗殴、违章
停车等极可能违法违规的行为，他人
的拍摄行为也仅应限制于拍摄后提
交给有关部门进行举报。如拍摄者
在社交平台上进行曝光，对被拍摄的
个人信息要作模糊处理，否则可能违
反个人信息保护法、侵犯隐私权。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随着手机曝
光类视频愈加常见，一些人开始借着
所谓曝光自己眼中的不文明或违法
违规行为，对所拍摄的视频进行剪
辑、加工以吸引流量、引导舆论，有些
剪辑和加工后的视频与客观事实严
重不符。

今年1月，有网友在某短视频平
台发布一条“保定女大学生摆摊挣生
活费被同行殴打”的短视频，将当事
女子描述成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因生
意好遭贩卖熟食的中年夫妻嫉妒、殴
打，打人者被警方带走。被指殴打大
学生的温先生随即被大量网友谩骂，
甚至有人打电话去辱骂。

然而事情很快反转，现场多名目

击者现身说道：涉事的女子和男子都
是小区居民，女子并不是大学生。双
方争执是因为女子摆摊占地挡住了
男子摊位，并没有发生肢体冲突，警
方到场后，也只是对双方进行了调
解，并没有带走男子。

在另一则曝光视频中，发布者
编辑了包含“司机拒载短途乘客”

“随意赶人下车”“职业素质低下”等
内容进行发布，并公布了司机陆某
及其客车的信息和相关图片，引来
大量网友围观、评论及辱骂。之后，
陆某多次接到陌生人打来的辱骂和
骚扰电话，出车时也会遇到有人当
街辱骂自己。

原来，今年年初，陆某驾驶客车
经过A站时，小七(化名)上车，打算在
C站下车。当客车行驶至B站时，陆
某告知乘客该车准备先行开往E站
接客再去往C站，小七借陆某的电话
与父母通话后表示不想前往E站，随
即下车。小七监护人伍某认为陆某
行为有问题，于是发布上述曝光视
频。陆某多次要求伍某删除视频，伍
某均未予理睬。

陆某无奈之下将伍某起诉至法
院，后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一致协
议，伍某删除视频，向陆某赔礼道歉
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

在王晓增看来，一些拍摄者在拍
摄视频时，依靠视频剪辑或文字引导，
片面地对他人的某种行为进行定义和
曝光，甚至有意引导进行“人肉搜索”
等，这种行为不能真实反映客观事实，
掺入拍摄者的主观倾向甚至不正当目
的，误导社会受众，可能引发不健康情
绪，既不讲公德，也有违法律的诚信原
则，还可能侵害他人名誉权等民事权
利，甚至构成侮辱、诽谤罪。

实际上，记者查阅多个社交平
台、短视频平台的用户须知、个人隐

私保护等规定发现，平台均明确禁止
恶意曝光他人隐私的行为，同时规定
了视频内容可能涉嫌侵权时的举报
流程等。

某短视频平台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确实存在大量手机曝光类视
频，面对这类视频，平台高度重视个
人隐私等权益保护。首先，会对明显
曝光他人身份证件等个人隐私信息
的视频做主动干预；其次，如果用户
发现他人隐私行为被不当曝光，可以
进行举报投诉，如果构成有效举报，
则下线视频，并根据举报情况、平台
规则对账号作出禁言、封号等相应处
罚。

对于煽动用户进行“人肉搜索”
等行为的视频及言论，该负责人说，
平台绝不姑息，会严肃处理，并对可
能存在被网暴风险的用户发送提示
——可自行设置账号评论和私信权
限，避免风险。

该负责人提到，平台近年来安排
专人关注和处理平台上出现的侮辱
谩骂现象。今年6月，平台正式上线
屏蔽和举报不当评论、私信临时对
话、一键防暴等新功能。同时，针对
手机曝光类视频，视频审核部门在审
核过程中也会更加注重保护用户个
人隐私。

“手机拍摄视频曝光的现象愈加
泛滥，往往伴随着对他人肖像权、隐
私权、个人信息等合法权益的侵害。
对此，各内容发布平台、社交平台应
当依法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孟强
说。

孟强认为，平台对于明显属于
侵权的内容，应当主动采取措施，
进行删除、屏蔽、下架等，未采取
必要措施的，平台应当与上传侵
权信息的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
任。权利人如果发现有人在网络
上发布了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视
频等内容，有权通知平台采取删
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
平台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将该
通知转送给发布者，并根据构成
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

必要措施，未及时采
取必要措施的，对损
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
络 用 户 承 担 连 带 责
任。

“网络时代，应不
断加强法治教育，让
更多人认识到曝光行
为需要在法律约束下
进行，提高公民法治
素养，让大家能够判
断自己的行为是否恰
当、合理、合法，自觉
抵制可能给他人带来
侵扰的行为。”中国传
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
学院法律系教授李丹
林说。

（法治日报）

“因为排队插队问题起纠纷，两家人大打出手无人敢上前劝架，其间有小孩一直在哭着喊爸爸妈妈……”近日，一网友用手机拍
摄一则多人打架互殴的视频，将其发布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并打上“反对一切暴力行为”等标签。该视频一经发出即引发热议，短时
间内评论数过万。

类似的曝光视频，很多人在刷短视频时都见到过。近年来有不少社会热点事件，都是这样由手机拍摄视频曝光发酵而来的，如
“高铁霸座男”等。

然而，随着这类曝光视频越来越多，甚至成为“流量密码”，人们不禁要问：拍摄视频曝光是否会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有些拍
摄者对视频进行剪辑、文字引导，甚至高呼进行“人肉搜索”，又是否违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展开了调查采访。

网络视频曝光乱象调查：

随意拍摄曝光他人或踩法律红线

视频曝光成为常态
涉嫌侵害他人权益

剪辑加工吸引流量
不符事实误导舆论

压实平台义务责任
防止曝光视频泛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