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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一天天临近，为了应付家人
催婚的租友市场，再次“火”起来，各
大社交平台相继出现租女友、租男友
的相关信息，租友网站、租友APP也火
热起来。然而在众多受访者中，多数
人都有过被骗定金、路费的经历，相
关的报道也时常见诸媒体。（1月28
日《新京报》）

绝大多数“过年租友”者，确实是
为了应付春节期间的催婚、相亲，或
者是为了满足长辈的某种特殊心愿，
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人怀着一种浪漫
的想法，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假
戏真做”，找到一位真正的异性朋
友。只不过，这种情况基本上只会出
现在影视剧中，现实中是少之又少
的。但这并不妨碍年底“过年租友”
市场的火爆，有人通过微信朋友圈、
各种论坛发布求租或出租信息，也有
人通过各种平台进行“过年租友”，看
上去“供需两旺，一片红火”。

然而无数现实案例却告诉我们，
在正常的租友行为的背后，也隐藏着
诸多陷阱，有人为此被骗钱财，有人
为此人财两失，还有人则把租友平台
和这种租友方式，当成了色情交易平
台，从事非法勾当。尽管从法律角度
来看，“过年租友”并不违法，其本质
上是一种劳务雇佣关系，法律并没有
予以禁止，但是这并不代表没有人会
利用这种方式去进行违法活动，其中
最为常见的，就是侵财犯罪。

一些女性，甚至本身就是男性冒
充女性，打着出租自己，陪对方回家
过年的名义要求对方提前支付定金、
路费等等，结果收到钱以后就玩失
联；还有些人，则愿意和对方见面，但
是见面以后进行各种消费，随后又找
各种理由拒绝陪对方回家过年。而
某些租友平台，则通过吸引网友进行
注册、缴纳会费的方式骗钱，等网友
注册以后发现上面的信息基本都是
虚假的，根本没有人会联系自己。诸
如此类，不一而足。

“租友过年”本质上是对父母家
人的一种欺骗，但是由于很多人把其
视为一种“善意的谎言”，同时也确实
迫于催婚、相亲的压力，所以至少在
短期内，这种现象非但不会消失，还
会越来越多。但是即便真要“出此下
策”，也要在合乎法律与道德的前提
下努力规避各种风险，避免上当受
骗。对于雇佣关系的双方，最好签订
正规的协议，对双方的责任、义务、权
利关系等等做出明确的规定，以避免
纠纷和矛盾。尤其是对于出租自己
的女性，更要避免在男方家过年时遭
受到人身侵害，否则就后悔莫及了。

至于说隐藏在某些租友平台上
的各种色情服务、违法勾当，一方面
需要网友在主动避而远之的同时积
极投诉、举报；另一方面，则需要网络
平台、网络监管部门、公安部门加大
查处和打击的力度，不能让这些平台
成为藏污纳垢之地。

尽管从法律角度来看，“过年租
友”并不违法，其本质上是一种劳务
雇佣关系，法律并没有予以禁止，但
是这并不代表没有人会利用这种方
式去进行违法活动。

警惕过年租友
的财色陷阱

春节将至，各地各部门给困难群众送
温暖的慰问活动掀起高潮。然而，一位读
者来信说：有的慰问却变了味。比如，有的
送温暖队伍浩浩荡荡讲排场，不考虑困难
群众感受；有的送温暖扎堆而来，乡镇部门
疲于接待应酬，加重了基层负担；有的时候
基层干部提前筛选对象，排练好台词，让被
送温暖对象苦等几个小时后，才能领取一
些慰问品。基层群众对于春节慰问是“既
期盼又害怕”。（1月28日《人民日报》）

春节送温暖，是经典的节日保留项
目。一到春节前夕，送温暖的队伍就多了
起来。送温暖，是温暖民心的举动，是照顾
弱势的措施。然而，在一些地方送温暖却
变 了 味 儿 ，让 困 难 群 众“ 既 期 盼 又 害
怕”——期盼的是过节的物品有了，害怕的
是这些物品不是能够轻易到手的。

为了凸显送温暖的效果，一些基层部
门会精心设计送温暖环节，启动仪式要“敲
锣打鼓”，家中慰问要“记者跟随”，领取物

品要“群众感恩”。笔者就见过这样的场
景，春节送温暖启动仪式被安排在繁华的
道路中间，搭起了漂亮舞台，悬挂了红绿彩
球，领导站到舞台中央，将物品一件件发给
困难群众。对于这样的一些举动，有的困
难群众“很不好意思”，他们表示：台下这么
多人，领取物品的时候很有自卑感，这是要
告诉所有人“我是贫困户”。

还有的地方为了配合“领导的关爱”，
提前把上台领取慰问品的困难群众组织起
来，进行彩排。按照什么样的顺序上场；如
何从领导的手里接过物品；和领导握手的
时候注意什么；需要说什么样的话语……
这些都要一一安排练习，甚至连接受记者
采访的话语也需要“背底稿”、“上表情”。
可以说，接受慰问品，困难群众是期盼的，
可是如此大张旗鼓“广而告之”，也是对困
难群众隐私权的侵犯。尽管说“贫穷不丢
人”，可是把贫穷的信息告诉更多人，也不
是“有面子的事情”。而且，还需要排练台

词，这则是更大的伤害，也难怪一些地方的
困难群众“害怕被慰问”了。

值得一说的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春节
慰问原本该是“爱如潮水”的事情，结果被
一些人变成了“爱如洪水”，慰问的时候总
是习惯找“最贫穷”的，找“最弱势”的。因
此，为了配合拍照留念，一些“最贫穷”、“最
弱势”的困难群众被“爱如洪水”所侵袭，其
实给他们的物品也不过是一袋子米或者是
一桶油而已。有一家敬老院的院长就十分
不解：每到春节，都有好几拨送温暖的人，
有的是单位组织的，有的是公益组织发起
的，带来的慰问品不多，却一而再再而三给
老人洗头、洗脚、打扫卫生。有的老人“一
天都洗了好几次头了”，还得强颜欢笑陪着

“合影留念”。
春节送温暖不妨静悄悄。“贫困群众排

练台词”之类的送温暖，让温暖寒了人心，
春节慰问不该是一场表演。爱心静悄悄，
才能让困难群众打心眼里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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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什么样的顺序上场；如何从领导的手里接过物品；和领导握手的时候注意什么；
需要说什么样的话语……这些都要一一安排练习，甚至连接受记者采访的话语也需要“背
底稿”、“上表情”。

□苑广阔
“让贫困群众排练台词”，
春节慰问不该是一场表演

湖北武汉市一对年轻夫妻最近一直在
闹离婚，从家里闹到地铁上，下地铁时还吵
个不停，互相拉拽，两次阻挡正要关闭的地
铁屏蔽门，导致列车延误2分23秒。近日，
这对夫妻被武汉轨道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1月28日《楚天都市报》）

当夫妻之间的情感互动链条出现了断
裂，难免会爆发矛盾与冲突；在“家丑不可
外扬”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夫妻闹离婚虽然
并不少见，但却很少呈现在公共空间里。
荒诞、滑稽的“夫妻吵架阻挡地铁关门”，不
仅让家庭纠纷进入公众视线，也影响了公
共秩序。

这个世界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
人与人之间也是千差万别；人生固然百态，
失范行为却不能放纵。夫妻双方都觉得自
己的利益、权利和尊严受到了侵犯，都产生
了情绪问题；心中有“气”的他们，为了发泄
不满和愤怒，不惜在公共空间里吵架，不惜

阻挡地铁关门。这样的意气用事，表面上
看是一种真性情，实际上却是缺乏规则意
识与群己界限的表现。

因此，用公共文明塑造公共场域，构建
与时代匹配的精神文明，已经刻不容缓。
说到底，自由并非没有边界与规则，权利也
需要框架与约束，只有正确处理好群己关
系，才能实现与自己的和解、与群体的交流
和对社会的融入。

法国作家司汤达曾说，“只要一轻率，
人就会犯糊涂”。在这对夫妻看来，吵架闹
离婚事关自己的切身利益，影响其他乘客
出行和公共安全却不打紧；对法律和规则
的无知与冷漠，让这对夫妻对公序良俗毫
不在意，甚至公然进行“道德蹂躏”。追根
溯源，现代化进程的滚滚车轮，让许多人的
精神家园建设明显“慢了一拍”，存在着一
个“文明的剪刀差”——权利意识不断高
涨，但规则意识与法治精神却还没有跟上

节奏。
在公共空间“有所为有所不为”，不仅

是行为上的规范，也意味着一种精神上的
自觉、自制和对他人的尊重。更进一步说，
我们信仰法治、尊重和敬畏规则，就是为了
让公共空间变得有条不紊、可预期，值得托
付信任。被普遍遵循的规则犹如安全带，
一旦遭遇破坏，就可能给公共安全带来风
险。“夫妻吵架阻挡地铁关门”既是一种教
养的缺失，也是法治观念的淡漠。对失范
行为进行规训与惩罚，本质上也是一次文
明再造的契机。

每个人都不是没有情绪和情感的机器
人。夫妻吵架闹离婚的背后，或许会有不
为人知的爱与痛；尽管如此，却不能罔顾他
人的利益诉求、漠视公共安全。从传统社
会的“人人独善其身”到现代社会的“人人
相善其群”，外部约束表面上是一种“紧箍
咒”，实际上却是一种压舱石。

“夫妻吵架阻挡地铁关门”是对规则的漠视 □□杨朝清杨朝清

清纯美丽的女孩误打误撞认识了工作
间的上班族，两人聊天、渐生好感，而后因家
庭变故，女孩回了老家，帮助爷爷炒茶、卖
茶。茶叶销量不佳，陷入感情里的“男主角”
挺身而出，随手转给女孩2000元，买下爷爷
的茶。但未曾想，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
局。屏幕前身世悲惨的“卖茶女”，真实身份
却是满口谎言的“油腻男”。近日，广州市公
安局发布的这段揭秘“卖茶小妹”的防骗视
频，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引发关注。（1月28
日《北京青年报》）

虽然这不过是一部防诈骗宣传片，却折
射出近年来不断滋生的“欺诈套路”。即一
些不法分子采取交友方式，先是博得他人好
感，进而以“朋友”身份推销产品，让消费者
产生代入感和“同情心”，不惜花高价买下所
谓的优质产品，却发现上当受骗。这包括替
父亲卖酒、帮爷爷卖蜜、代爷爷卖茶等各种

“套路”。对此，监管部门和网络平台理当尽

到监管、审核责任，有效清理此类欺诈乃至
诈骗信息。

对于普通男性而言，如果年轻的女性加
自己好友，通常不会拒绝，且会在该女性网
友的主动搭讪下进一步拉家常、聊工作等，
进而升温到了解女孩身世，与女孩分享帮爷
爷照看茶园等“日常工作”。此时，不明就里
的人就会被网友的煽情描述所感动，并会在
感召之下购买所谓“货真价实”、“原生态”的
产品，甚至有人不等网友进行推销，就主动
提出购买。

假如这些网友所描述的内容是客观存
在的，相关产品也不存在质量问题，那么，基
于双方的自愿交往和交易行为，倒也无可厚
非。但事实真相却恰恰相反，通过梳理媒体
对类似事件的报道和相关部门的调查来看，
不仅“卖茶小妹”中的主人公是虚构的，可能
是“抠脚大汉”，与所谓的产品毫无关系，就
连“爷爷的茶”也是子虚乌有。这显然是彻

头彻尾的包装和欺诈营销，目的就是让人产
生对“网友”的好感和信任，进而推销商品。
要知道，市场经济必须遵守诚实守信这一原
则，任何营销都不能隐瞒真相或者虚构事
实。以摆拍方式制造假象，以制造跌宕起伏
的爱情故事来诱导消费，无疑是有违商业伦
理的恶意策划，构成虚假广告和虚假宣传，
行为人除承担行政处罚责任外，还可能因欺
诈经营而承担责任。如果收到转账后拉黑
他人，则可能构成诈骗犯罪。

总的来说，无良商家通过这种精心策划
博取网友的好感、关注、同情，之后兜售商品
甚至骗取钱财的套路理当被追究责任。作
为监管部门和网络平台，除强化宣传力度和
打击强度外，还应密织防诈骗网络，有效堵
住漏洞。尤其是网络平台，势必尽到审核和
审查责任，采取大数据等技术措施屏蔽、删
除、封停违规账号，避免无辜者总是掉入各
种套路，被愚弄被欺诈。

莫让“卖茶小妹”之类的套路欺诈消费者 □□史洪举史洪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