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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此前报道，在“互
换特产”中有被骗经历的人并
不少。广东潮汕的吴女士表
示，她花费380元给对方寄去
了潮汕牛肉丸，但对方最后寄
过来两包纸巾，这让她难以接
受。吴女士表示，她通过短视
频平台看到也有人疑似被骗，
这些人中，有一半在寄出特产
后就被对方拉黑了。

真心实意的“互换特产”
背后隐藏着骗局和信任危
机，这种互换活动似乎逐渐
变了味。浙江一网友遇到借

“互换特产”强买强卖的商
家，不购买还遭到对方的人
格侮辱；有人伪装成年轻女
孩，套取多名网友的联系方
式，同时展开诈骗活动，一经
得手立即拉黑删除；还有网
友反映自己的住址和电话被
泄露，收到的特产存在食品
安全问题等。

记者注意到，在“互换特
产”中有网友疑似被骗后，表
示只当是“花钱买教训”。他
们认为，被骗金额不大，行骗
者往往只能被道德谴责，维
权追损消耗时间和精力。另
外，自己的个人信息也已经
暴露，害怕遭受打击报复。

那么，“互换特产”该如
何“避坑”，一旦被骗又该如
何维权呢？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付
建律师称，在“互换特产”中，
双方交换虽属于个人行为，
但某一方行为人对多人实施
了同样的欺骗行为，且达到
了“金额较大”的程度，此举
可能涉嫌诈骗罪，金额达到
一定标准或是出了食品安全
问题，还可能涉嫌其他的刑
事犯罪。

付建分析称，在“互换特

产”中，若被骗标的额较小，
当事人可与对方沟通，要求
其履行交换约定或者赔偿损
失；沟通无果，可以向当地消
费者协会或者相关监管部门
投诉，要求其介入调查并保
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投诉
无果，可以考虑通过法律途
径追究对方的责任，提起民
事诉讼要求赔偿损失。

付建表示，在“互换特产”
过程中，一方行为人存在主观
恶意，收到特产后立即拉黑删
除，以不法占有为目的的行为
在民事上可能构成欺诈，需要
承担退还货物或者赔偿的法
律责任。对于金额较大的，受
害者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
例如，上述几位网友若被赵鸽
先后多次使用相同手段骗取
特产，且价值超过3000元属
实，即可达到刑事案件的立案
标准，受骗当事人可以一同报
案，合并处理。

付建律师建议，网友在
购买和邮寄特产时，可互发
图片和视频、互留快递单号
作为凭据。邮寄快递后实时
关注物流信息，如果发现对
方寻找借口拖延拒不邮寄，
及时联系快递客服拦截并追
回自己的特产。

四川雄谟律师事务所袁
野律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建
议，平台上交换产品是一种
自愿行为，邮寄食品时要注
意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性，互
换双方要对产品进行检验，
以确保符合安全标准。另
外，在交换特产时，要注意保
护个人隐私，尽量隐藏个人
住所等信息，避免被不法分
子利用。

（楚天都市报）文中网友
均为化名

互换特产风行 小心其中有“诈”

有人发数百元礼包仅收到3.99元辣条
为品尝到各地美食，近期，一种“互

换特产”的活动风行各社交平台。
“互换特产”，即陌生网友口头约定，

互寄家乡特产。记者注意到，有人互换
成功，也有人被骗。多名网友称，他们与
同一网友约定互寄300至 400元的特
产，发货后却遭对方拉黑。为此，有人选
择了报警。

律师表示，如果交换中某一方行为
人对多人实施了同样的欺骗行为，且达
到了“金额较大”的程度，可能涉嫌诈骗
罪，并提醒网友在交换特产时，一定要注
意保护个人隐私。

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
上，陌生人之间互寄家乡特
产成为网友新的社交方式。

在一众开箱热门视频
中，山东大哥寄出的特产羡
煞网友。原本约好互换
200元特产，但山东这位大
哥邮来了整整 35 斤的特
产。其中有烧饼、鹌鹑蛋、
芝麻酱、小蛋酥、海蜇头、麻
辣鸡、蜜三刀、阿胶固元膏
等近百种小吃，令人大开眼
界。

这波操作十分拉好感，
还带火家乡美食。视频下
评论区网友纷纷感叹：“果
然是好客山东！”网友表示：

“这大哥太实在。他送的东
西有的真不便宜。”有人认
出蜜三刀是当地知名品牌
隆盛的，要排队好久才能买
到，很有诚意。还有网友表
示，拉个清单吧，准备照着
买了。此外，还有广西女子
分享了与广东网友互换特
产的视频，整整一箱广西特
产包括手工酸嘢、槐花糕、
螺蛳粉、龟苓膏等等，网友
纷纷表示：“有个广西朋友

真幸福！”
家住内蒙古鄂尔多斯

市的网友周小青，8月初在
某短视频平台评论区看到
一位四川网友想吃内蒙古
的奶皮子，便私信对方“互
换特产”，并互留了邮寄地
址和联系方式。

周小青为对方准备了
内蒙古的奶皮子、风干牛
肉、鲜奶果酥礼包、牛奶条
等17种特产，“装了满满一
箱，一共花了五六百元。”她
说，当时双方并没有约定要
寄价值多少钱的特产，一切
都是各凭心意。

周小青说，这位四川网
友只给她寄来了一条腊肉
和一根腊肠，觉得对方寄的
东西有点少。后来，她得知
腊肉和腊肠是对方家人手
工制作的，心里才平衡些。

之后，她又和北京、福
建、上海等地的网友互换了
几次特产，“每次都像开盲
盒一样。”她说。

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
网友王鱼也有多次与陌生
网友“互换特产”的经历，她

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小目标，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集齐全
国各个省份的特产。

王鱼说，在与网友“互
换特产”的过程中，她不但
吃到了从未见过吃过的各
地美食，还在工作之余为
生活增添了些许惊喜，有
的网友通过互寄特产成了
朋友。

第一次与王鱼“互换特
产”的网友来自山东，王鱼
给对方邮寄了从小喝到大
的新疆特产果汁、大盘鸡皮
带面、新疆黄面、新疆干果
系列（若羌红枣、纸皮核桃、
巴旦木、无花果、葡萄干、沙
枣、杏干）、多种口味的炒米
粉、牛肉干、骆驼奶片等特
产，共计21公斤。除了回寄
特产，对方得知王鱼做文创
产品，还在学习管理学，专
门给她寄了三本管理学书
籍，特意收集了山东多地的
精美冰箱贴寄给她。

王鱼说，几次“互换特
产”的经历很愉快，也感受
到了来自陌生人的真诚。

有网友在互换特产中，
享受到乐趣，也有人借机行
骗。

8月中旬，成都网友张
艺在某社交平台留言称“愿
意真心交换特产”，一名自
称是陕西泾阳县的网友赵
鸽私信她，表示愿意与她交
换特产，约定互寄特产的价
值在300至400元之间。

之后，张艺在超市挑选
了腊肉、香肠、脆皮肠、腊排
骨等当地特产，花费好几百
元，分两次快递给了对方，
并拍了视频记录。对方承
诺给她邮寄擀面皮等特产，
几天后，张艺却发现自己被

对方拉黑了，“这时候我才
意识到，我被这个人骗了。”
张艺表示，感觉自己的一份
信任却被人恶意消费。为
了不让赵鸽继续骗其他网
友，张艺选择了报警。

在社交平台留言互动
中，广东潮汕网友李欣称张
艺的遭遇和自己类似。她
说，她也收到赵鸽的私信，
达成交换意愿，交换了地
址。她便准备了牛筋丸、牛
肉丸等特产，对方同样称将
邮寄擀面皮。后来，自己多
次询问对方快递发出情况，
对方以忙为由称改天邮寄，

“过了几天还没邮寄，以为

比较远，就没多想。”
据了解，在社交平台

上，目前至少有7名网友称，
疑似被赵鸽骗特产。山东
青岛网友王晓称，最近给赵
鸽寄了几百元的特产，对方
只给她寄了3.99元包邮的
辣条和网购的擀面皮，“这
完全违背了互换约定。”

根据赵鸽的收货地址，
记者联系了泾阳县城关派
出所，一位值班人员表示，
若上述网友存在被骗情况，
建议去各自所在地派出所
咨询、报警，一旦构成诈
骗，受案后两地警方会协
助调查处理。

有人想集齐全国特产
突发
奇想

网友寄出特产后被对方拉黑
遭遇
骗子

律师说法

“互换特产”该如何避坑

网友聊天记录网友聊天记录。。

网友互换的特产网友互换的特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