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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采访获悉，该案共
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2名。实
际上，涉案的2万余斤蜂蜜、
9.4万余斤核桃几乎都是从
外省低价购入、以次充好、高
价出售，真正来自凉山的原
生态优质产品仅有极少部
分。

据该团队供应生产商郭

某交代，他们从昭觉县谷莫
村采购少量蜂蜜，只是为了
取得当地原产地证明，证明
产地来自大凉山，并作为样
品调制口味使用，便于后期
宣传销售。该团队销售的外
地蜂蜜，一瓶500克装的，以
低成本价购入，贴上大凉山
原生态的标签后每瓶要卖98

元，可以说是暴利。
2023年 7月，凉山州昭

觉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成都
小虞助农传媒有限公司法人
张某、运营人员帅某、许某，
网红主播赵某、阿日某某、石
一某某、钟某，假冒商品供应
生产商郭某等8名嫌疑人批
准逮捕。 （成都商报）

被制造的“大凉山网红”：

虚构偶遇视频走红 虚假助农被批捕
“一位清纯女子误入大凉山深处，偶遇一位英俊淳朴的乡村小伙，盛情邀请她到家里做客

……”2022年8月，一条“赵灵儿在四川凉山偶遇曲布”的视频在网络上爆火。
曲布在视频中展现出的淳朴、善良、帅气，给网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迅速在网络上走红。不

到1个月，赵灵儿和曲布2个视频账号都涨粉百万，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网红”。
爆红之后，也引来网友的质疑。对此，赵灵儿在视频中回应称，她和曲布是偶然的相遇，没有团

队，更没有大家说的资本和大公司的包装。短短几个月，赵灵儿和曲布的粉
丝均突破200万。

此后，两人开始了“直播带货之路”，开启了一段看似充满正能
量的助农、创业的“美好故事”。然而，这背后却隐藏着一条打造
虚假人设孵化网红，通过编撰剧情拍摄视频，再到流量变现的制
假售假灰色产业链。他们打着“助农”“优质原生态”等旗号，将
假冒大凉山农特产品销售至全国20余个省市，销售额超千万
……

2022年8月19日，赵灵
儿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了
一则视频，讲述了她在偏远
山村“偶遇”了淳朴、帅气的
彝族青年曲布，并盛情邀请
她到家里做客的故事。

这条视频记录了两人
第一次“偶遇”的过程：赵灵
儿称来到村里游玩，偶遇了
刚刚放牛归来的曲布。面
对“陌生女孩”的搭讪，曲布
一开始显得有些羞涩。

“帮我把这瓶水打开行
不行，能不能再帮我打开一
瓶，这瓶请你喝。”赵灵儿让
曲布帮忙拧开矿泉水，迅速
化解尴尬气氛，曲布脸上也
露出腼腆微笑。“这么偏的
地方，你来这边干什么？”面
对曲布的提问，赵灵儿回
答：“我来看看这边的风景，
顺便体验下当地的生活。”

此时正值饭点，曲布转

身就要离开，称准备回家做
饭，“你要不要跟我去坐
坐？”面对曲布的盛情邀请，
赵灵儿欣然答应。来到家
中，曲布抓鸡准备招待赵灵
儿，在她的再三婉拒下，曲布
才将鸡放了回去。之后，曲
布拿出家里的腊肉，开始洗
菜、做饭，热情款待赵灵儿。

视频中，曲布还向赵灵
儿讲起了他的身世：父亲在
他8岁时离世，母亲把他和
妹妹拉扯大，他作为家中唯
一男孩，早早挑起家庭重
担。而且，他还没女朋友
……

正是这条“偶遇”视频，
让曲布和赵灵儿在网上一
夜爆火。曲布在视频中展
现的“淳朴”，吸引了很多网
友的目光，视频迅速在网上
走红，点赞超过249万，播放
量更高达数千万。

第一条“偶遇”视频爆
火后，赵灵儿又发布了第二
条视频，她又来村里遇到了
正在打核桃的曲布，这也为
后来的直播带货埋下伏
笔。2022年8月19日至29
日，赵灵儿发布4个关于曲
布的小视频，获得100多万
粉丝，其中3个登上短视频
平台热榜，也让两人迅速成
为当时炙手可热的“网红”。

“灵儿之前拍过很多作
品，但一直不温不火。自从
拍了跟曲布‘偶遇’的作品
后，一下子就火了。每个作
品都是几十万、上百万的点
赞，她把之前的作品都隐藏
了。”有网友称。截至2023
年5月，“赵灵儿”视频账号
粉丝达到272万，“曲布”视
频账号粉丝达到216万。

但在爆红之后，也引发
了部分网友的质疑。有网
友分析，他们背后有资本包
装和团队运作，或许他们本
来就认识，只是为了拍作品
而假装偶遇，还有人怀疑他
们彼此爱上了对方，成了情
侣。

面对质疑，赵灵儿发布
视频回应称，她只是一个视
频制作者，“我和曲布是偶
然的相遇，我本来也就是想
记录一些乡村生活，首先没
有团队，更没有大家说的资
本和大公司的包装……希
望大家继续支持这个善良
淳朴的男孩。”曲布则称，他
只把赵灵儿当作“姐姐”。

而在走红后不久，两人
便开始频繁的直播带货之
路，主要是售卖核桃、蜂蜜
等农特产品。记者发现，从
2022年9月至2023年5月，
赵灵儿和曲布开直播超过
40场，其中赵灵儿的账号的
销售数据显示，购买人数超
过5万人，售卖产品超过16
万件，带货口碑为“中”。

在一段两人直播带货
的视频中，赵灵儿向网友声
称：“这个蜂蜜卖98元真不
贵，核桃真是我们大凉山的
核桃。哥哥姐姐们，我和曲
布不会做昧着良心的事情，
我们是实实在在的。”仅仅1
分钟左右，2000多斤核桃被
网友一扫而光。

表面上看，赵灵儿和曲
布的“偶遇”成就了一段充满
正能量的助农、创业的佳
话。然而，背后却隐藏着一
条灰色的产业链……

四川凉山，有着淳朴自
然的民族风情和诸多绿色优
质农特产品。近年来，“大凉
山”成为了许多供应链公司、
网红、短视频创作者们竞相
角逐的“流量热土”与“淘金
地”。

凉山昭觉县特布洛乡谷
莫村，是赵灵儿和曲布拍摄
视频的地方，这里距离昭觉
县城约30公里。近日，当地
多位村民告诉记者，去年下
半年，村里来了一伙拍视频
和做直播的人，声称是来帮
他们卖农产品的，其中就有
赵灵儿和曲布，“他们都一个
老板带来的。”

“他们来了就在山上到
处找老房子拍摄，这些房子
在易地扶贫搬迁到新房子
后，都废弃没人住了。”村民
海来哈曲说。

据当地村民讲述，这些
人自称是来帮他们卖农产品
的，有时会邀请村民一起拍
摄，会给点东西或钱。不过，
村民也很疑惑，这伙人长期
以原产地在谷莫村为噱头直
播卖货，但是“村里的核桃和
蜂蜜产量都很少，哪里来这
么多货卖”？

谷莫村的村支书俄的克
布表示：“实事求是地说，他
们就是打着我们村的旗号拍
视频赚钱，助农是假的。”

村民们并不知道，赵灵
儿和曲布均是成都小虞助农
传媒有限公司精心孵化的网
红，该公司法人为张某。

在赵灵儿、曲布的直播
间里，醒目的“大凉山”字眼
映入眼帘，曲布手指着家乡
的山坡，赵灵儿用亢奋的语
气，不断介绍和强化着这些
商品产自大凉山，是原生态
的产品。

不过，有网友也发现，所
购买的核桃、蜂蜜等农产品
包装印有“大凉山”图形商标
标识，但发货地并不在凉山，
而是成都蒲江等地。一名网
友告诉记者，他曾在两人的
直播间质疑其卖外地货，迅
速被踢出直播间。

2023年 5月，针对赵灵
儿、曲布等网红打着凉山旗
号贩卖外地货品行为，凉山
州市场监管局进行立案调
查。因涉嫌对产地作虚假宣
传、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
权商品，其行为已涉嫌构成
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进
一步侦办。

凉山州公安局党委委
员、副局长卢晓梅介绍，今年
5月，凉山公安机关接到线索
后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专案

组开展侦查。“涉案人员、公
司分布于成都、上海、江苏南
京、河南商丘等多地，取证难
度大、涉案地域广。”

随着民警的深入侦查，
一条该公司从前端打造人
设、孵化网红，到中端内容编
撰、剧情拍摄、电商运营，再
到后端农产品供应，流量变
现的制假售假灰色产业链浮
出水面。经查，张某以孵化
网红、通过直播带货变现为
目的，成立成都小虞助农传
媒有限公司。2022年7月，
张某深入凉山物色到个体工
商户赵某、彝族青年阿日某
某等当地“网红苗子”开始精
心孵化。

通过精心设计的剧本和
话术，为上述二人编排纯真
善良的“女主角”和淳朴的

“男主角”形象，发布“偶遇”
“创业”“助农”等情节的短视
频博取眼球，孵化出“赵灵
儿”“凉山曲布”两个网红账
号，粉丝量均超过200万。

该团队专门挑选当地无
人居住的生产用房、破壁残
垣等素材作为直播背景，打
着“助农”“优质原生态”等旗
号，低价从成都、南京等外地
食品公司购入蜂蜜、核桃等
农副产品进行网络直播带
货，将假冒的大凉山农特产
品销售至全国20余个省市，
销售额超千万。

赵灵儿与凉山曲布在直播卖蜂蜜赵灵儿与凉山曲布在直播卖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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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出的“偶遇”

走红后直播带货

灰色产业链

8人被批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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