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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骑手规模庞大，深度融入日
常生活，是大众关注度高的职业群体
之一。在短视频平台，有的骑手会在
工作之余拍摄“跑单心得”“避坑指南”
分享给同行，但也有部分营销号通过
虚构骑手身份、编造故事，以“卖惨”吸
引大众眼球。

今年8月，一则“深夜外卖姐姐送
餐下楼发现车被偷”的视频在网络流
传。视频中，一身穿黄色外卖工作服
的女子据称发现车被偷，随后做出“跳
脚、倒地、捶地、大哭”一系列连贯动作

……
湖南怀化市公安局鹤城分局民警

调查后发现，该视频系网民周某某等
三人策划拍摄的虚构故事。今年4月
起，上述三人为吸引流量发布多条视
频，恶意散布谣言、混淆视听。日前，
上述三人因涉嫌编造发布虚假信息扰
乱公共秩序被行政拘留。

近日，有网友网购时发现，有商家
售卖非官方的骑手装备。求证的过程
中得知一些买家的意图为拍摄视频，
在商品详情的互动区，常见“拍短视频

真不真”“可以拍片吗”之类的问题。
有网友还晒出一张名为“群演兼

职群”的聊天截图，图中显示，扮演外
卖骑手拍摄短视频的报酬是100元，
且“有固定脚本”。

而在一些电商平台搜索外卖骑手
服装，也能看到不少商家售卖印着外
卖平台标志的服装，还有店铺客服直
言“有些客户购买是拍视频用的”。

据美团工作人员介绍，平台骑手
的工作服都来自官方渠道的骑手商
城，并未授权其他渠道售卖。

10月6日，有网友在网
络发布标题为“城管吃饭欲
免单遭拒，付款后回饭店检
查”的短视频，并标注事发
地为浙江宁波。视频中自
称店主的人表示：“‘城管’
在我店里面吃饭说贵，回头
就过来到我店里检查煤气，
并且没有亮出工作证。”该
视频转发量大，有网友称视
频中城管的行为不当，相关
部门应彻查此事。

10日，宁波市镇海区
骆驼街道办事处发布针对
此视频的情况通报称，10
月6日晚，根据城镇燃气安
全专项整治行动安排，骆驼
街道应急管理所安排何某
某等3名工作人员，对安全
隐患整改未到位的6家沿
街店铺进行回访检查。何
某某等3名工作人员于19
时46分许进入盛兴路某面
馆检查，并于19时53分许
离开。3人未在该面馆就餐。

当天19时12分许，黄
某某等2名顾客进入该面
馆就餐，因饭菜价格问题与
该面馆经营者发生争吵后
离开。该面馆经营者误认
为随后到来的何某某等3
名工作人员与黄某某等两
名顾客有关联，因此发生口
角，并拍下视频上传至网络
平台。经核实，何某某等3
名工作人员与黄某某等2名
顾客素不相识、没有关联。
目前，当事人已消除误解。
同时，已对何某某等3名工
作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并
责令作出深刻检查，感谢广
大网民朋友们的监督。

记者注意到，何某某等
3名工作人员回访检查被
涉事店主误解的主要原因，
可能是3人未及时亮明身
份。这或许也是他们被街
道办事处通报批评教育、责
令作出深刻检查的原因。

（澎湃）

谁在网购假外卖服？
假冒骑手苦情营销全是套路

城管就餐欲免单
遭拒后回店检查？
官方通报：系误解

近期，部分视频营销号营造骑手人设，虚构“苦情剧本”博取流量，甚至
非法牟利。

一些商家在线上售卖所谓的外卖骑手工作服，商品图案与现实中的骑
手服高度相似。据了解，外卖平台骑手的工作服都来自官方渠道，并未授
权其他渠道售卖。

对于这些非正规外卖服的去向，有商家直言“有客户买来拍短视频
用”，而各网络平台上确实也不乏打着“骑手”人设的视频，有的据称骑手遭
遇送餐车被偷，有的自称接到奇葩备注的订单……此类视频台词多近似，
甚至在送餐途中还能切换双机位拍摄，套路明显。

实际上，这些是部分网络营销号和网民编造的骑手人设“苦情剧本”。
部分自媒体以博人眼球的方式进行炒作，通过编造争议性内容引来大量评
论与讨论，以此来获取流量并牟利。

今年3月，中央网信办开展“清朗”
专项行动，主要任务中就包括坚决打
击“自媒体”编造虚假事件、离奇故事
等，无中生有制造谣言等。7月，中央
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
的通知》，进一步要求“自媒体”发布含
有虚构情节、剧情演绎的内容时，网站
平台应当要求其以显著方式标记虚构

或演绎标签。
对此，短视频平台也在不断完善

管理制度，规范信息发布内容。2023
年第二季度，抖音官方累计处置虚假
人设账号近2.7万个。快手也于近日
发布《关于规范“自媒体发布涉灾情信
息行为”的公告》，平台将严厉打击恶
意歪曲事实、编造传播灾情不实信息

的行为，并对6100余条内容进行处罚
并公示。

网络不是随意收割流量的“自留
地”。在业内人士看来，行政拘留和封
禁账号是常见且合法的处罚方式，同
时，广大网民也应举报网络谣言违法
犯罪线索，共同助力净化网络环境。

（新京报）

通过极端化演绎放大骑手在公众
印象中“不易”的一面，这一营销套路
背后是流量带来的经济利益。

今年9月，“外卖员爬泰山送键盘
跑腿费500元”的话题登上热搜。媒
体核实发现，这其实是某键盘品牌经
销商团队策划的直播带货，男子并非
外卖员，事后公司也对活动性质作出
了澄清。

此外，部分骑手人设视频的剧本
痕迹明显，台词相似度极高，如“大半
夜接到这样的订单我也是服了”“发工
资了，给大家看工资条”等。

事实上，除了骑手，保洁员、残障
人士、山区果农、网约车司机等也常常
成为网络营销号编造苦情剧本时选择
的“人设”。

四川省凉山州今年9月通报当地
公安部门破获的“系列网红直播带货
案”，“网红们”在营销机构的孵化下，
以“大凉山”“助农”为名博取眼球，销
售假冒的大凉山特色农产品，非法谋
取高额利益，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
该案件已抓获犯罪嫌疑人54名，捣毁
不法营销机构5个。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
主任朱巍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些
自媒体通常以博人眼球的方式进行炒

作，通过编造争议性内容引来大量评
论与讨论，以此来获取流量并牟利。”

“假骑手”不仅误导了消费者，也
损害了正常跑单的骑手声誉。有着3
年配送经验的骑手肖晓萍平日也会在
短视频平台分享跑单经验。据其观
察，“这类假冒骑手的视频会刻意凸显
女性身份作为引流的方式，视频中的

‘女外卖员’往往穿短裙短裤等，这与
真正骑手的穿着不符，导致人们产生
误解，比如有人看到我送单还会质疑
我是不是真的在跑单。”

肖晓萍认为，网络一些晒骑手纸
质工资条的视频也存在编造故事的可
能，“我们有自己跑单的App，可以查
看自己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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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网上店铺出售的外卖服以及相关问答。（网络截图）

重拳整治乱象

苦情营销伤害了谁

外卖骑手被编进“卖惨”剧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