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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街拍视频引发了网友
们的关注：一位男子与女子牵手逛街
的视频被放到社交平台，因双方身份
引发了连锁反应。

有媒体报道，据多位网友指认，视
频中的男子疑似是寰球工程项目管理
(北京)有限公司高层胡继勇，但其所牵
手的女子并非胡某勇的妻子。女子疑
似为寰球工程项目管理（北京）有限公
司员工董某某。

据媒体7日报道，“北京项目管理
公司寰球项目公司”微信公众号已将
胡继勇有关的推文删除，但删除时间
不明。中新财经7日再度查询该账
号，发现账号已自主注销。此外，其
上属公司“中国石油北京项目管理公

司”官方微信公众号也已将涉及胡继
勇的推文删除。

寰球项目管理公司是北京项目
管理分公司下属二级单位，主营业务
包括项目管理服务、工程监理、设备
监理、技术咨询及招标代理等，先后
承接了一批大型石油化工、炼化和油
气地面工程项目。

中新财经记者7日致电中央第十
巡视组，相关工作人员对此回应，“对
网传内容，我们巡视组也关注到了，
也收到了相关的举报和反映，正在按
照有关规定办理，请关注官网正式发
布的处理情况。”

7日下午，中国石油北京项目管
理公司通过其微信公众号通报，目
前，涉事人员胡继勇已被免去寰球项
目管理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总
经理职务，并接受公司纪委核查。公
司将根据结果进一步作出处理。

此外，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8日
从中国石油北京项目管理公司获悉，
涉事两人均被停职，接受纪委调查，
公司领导正在开会研究。

公开资料显示，董某某是中国石油
大学（北京）机械与储运学院2018届本
科毕业生，2021年硕士毕业于中国石
油大学(北京) 安全工程专业，其硕士学
位论文曾感谢导师“给了我这弥足珍贵
的机会，选择我作为您的学生”。

在“国企领导牵手门”发酵后，曾
有网帖声称涉事女子董某某的父亲是
中国石油大学教授，还是其研究生导
师。8日，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官方微
博发布情况通报称：6月7日，网上出
现有关该校安全与海洋工程学院毕业
生董某某的网帖。经查，董某某与其
在校研究生导师无任何亲属关系。

“不用找医生，这款益生菌就
能搞定。”“终于可以痛快呼吸
了！重磅推荐这款舒鼻益生
菌。”……近年来，宣称各类功效
的益生菌产品大行其道。但记者
调查发现，益生菌产品市场上不
断出现夸大宣传、以次充好、菌株
信息标注模糊等鱼龙混杂现象，
误导了消费者。

当前，各网络平台上关于益
生菌产品的宣传和销售很火热。
在某短视频平台，输入“益生菌”
后首先弹出的关联词是“益生菌
畅销榜第一名”；在某社交平台，
有关“益生菌”的分享帖已超120
万篇；在某电商平台 2022 年

“618”购物节时，仅10分钟，其益
生菌品类成交额就同比增长
518%……可见人们对于益生菌
产品的关注和需要。

据了解，益生菌产品功效及
消费者期待的功效越发五花八
门。除了肠胃消化健康、提升免
疫力，还包括体重管理、美容护
肤、改善睡眠、保护情绪等。益生
菌的应用场景也逐渐扩大，从乳
制品、补剂进一步拓展到零食、护
肤品、口腔护理产品等，引起消费
者追捧。

基于此，很多企业积极抢夺
益生菌这一市场风口，催生了一
批新消费品牌企业。天眼查
App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
3000多家益生菌相关企业，其中
45%的企业成立于5年内。

记者走访发现，在益生菌消
费市场热潮下，益生菌产品夸大
宣传、以次充好、菌株信息标注模
糊等鱼龙混杂现象时有发生，“套
路”重重。

——“花式”夸大宣传，实则
缺乏医学依据。各大社交平台上
充斥着有关益生菌的分享帖，这
些帖子大多使用渲染情感型的

“经验分享”来获取消费者信任，
实际效果无从得知。上海一名从

事广告宣发的工作人员说，这些
用户大概率是品牌买的“水军”，
用来误导消费者。

——以次充好，网络益生菌
代工产品有暴利。某益生菌代工
厂客服告诉记者，其实平台上益
生菌的成本价格都差不多。北京
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也
提到，很多批发商都是从网上代
工厂拿货，只要把包装做得“高大
上”，一盒就可以卖上百元，消费
者很难辨别。

——菌株信息标注模糊。记
者在线上平台和线下药店中看
到，有很多在售的益生菌产品均
未按要求明确标注。很多益生菌
产品仅罗列菌种而没有菌株号，
还有的产品仅标注出厂时添加的
活菌数，产品货架期内的活菌数
量普遍成“谜”。

针对益生菌市场存在的问
题，各地市场部门不断加大监管
力度。2022年6月，浙江省杭州
市余杭区市场监管局对某文化公
司在直播中夸大宣传普通食品益
生菌有保健和疾病治疗功能的广
告违法行为作出罚没50.25万元
的行政处罚。上海、四川成都、广
东高州等地也都曾因益生菌产品
存在问题对涉事企业作出罚款等
行政处罚决定。

业内人士指出，由于目前市
场火热，很多益生菌菌株在没有
临床数据支撑下，趁着风口投入
市场，导致行业内产品质量参差
不齐，功效也难以印证。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建议，要进一步加强监管，
明晰主体责任。尤其线上平台，
相关部门应加强网售益生菌产品
监管执法跨地域跨部门协作，提
高监管实效。同时，社交电商平
台也应对相关分享帖仔细核查，
做好“推广”“合作”等标记。山西
医科大学教授程景明建议，要通
过举办保健食品科普宣传活动等
举措做好有效的日常科普宣传，
提高消费者认知力和辨别力。

（新华社）

国企领导牵手美女成都逛街

涉事男子被免职，女子也被停职

拍摄该段视频的摄影师小米告
诉大河报·豫视频《看见》记者，视频
发布后收到当事人的私信，目前视频
已删除。

小米介绍，视频发布后被举报，当
事人私信了他，他就把视频删掉了，因

为街拍本来就应该尊重出镜人的意愿。
小米回忆，当时街拍的时候，两

人并没有拒绝。很多摄影师都在拍，
正大光明地站在他们面前追着拍，他
们并没有拒绝。“如果拒绝了，我们都
不会拍，不会发。”

有的商品夸大宣传以次充好
有的商品标注模糊风险不明

小心益生菌市场的这些“套路”

除街拍外，在日常生活中，还有
哪些行为会侵犯肖像权？

游云庭介绍，当下侵犯肖像权较
多的行为是未经许可将他人的头像
用于商业推广。例如“葛优瘫”的表
情包被用于商业宣传，葛优起诉了艺
龙网并胜诉。

此外，随着AI等技术的发展，在
网上移花接木、嫁接明星头像的现象
也时常发生。游云庭表示，此种行为
也会侵犯肖像权，如果涉嫌侮辱或诽
谤的话，还会侵犯名誉权。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
师张明介绍，侵犯肖像权或者不当使
用他人肖像的行为表现，一般分为以
下几种情况：

一是未经权利人同意，擅自公开
肖像权人的肖像。

二是未经肖像权人同意，肖像作
品权利人随意使用或公开他人肖像。

三是擅自制作、使用他人肖像。
四是恶意丑化、污损他人肖像。
五是利用信息技术伪造他人肖

像。 （中新）

牵手视频事件引发了广泛关
注。当前，各社交平台上的街拍图
片、视频已屡见不鲜，有网友疑问，在
公众场合的街拍会侵犯肖像权吗？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游云庭表示，街拍的视频或照片若
要刊登在社交媒体上，必须征得肖像
权人的同意，否则涉嫌侵犯他人肖像
权。

在胡继勇被拍摄的事件中，如果
在征得同意的情况下，视频拍摄者仍
侵犯了肖像权吗？

游云庭称，在知情人同意拍摄的
情况下，若拍摄的视频被发布在社交
媒体上，知情人有权要求拍摄者和平
台删除视频，若视频被删除，则不构
成侵权。但若拍摄者和平台拒绝删
除，仍然会构成侵权。

同意街拍后仍会侵犯肖像权吗？

肖像权的边界在哪？

市场消费火热

加强监管加大科普

消费者难辨别

街拍摄影师涉嫌侵权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