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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瓷蹭热度、拜师图涨粉、游击忙带货……直播浪潮之中畸变的亢奋：

“寄生主播”的混战江湖
文/图 羊城晚报实习生 谭洁文 羊城晚报记者 李妹妍

在某直播平台上，张鑫使用了
和辛巴非常相似的名称和头像。偶
尔有不明就里的新粉丝进来，发出
疑问：“这是辛巴的账号吗？怎么这
么少人？”

辛选直播基地门前聚集的十
几名小主播，大多使用了和张鑫一
样的“套路”：他们有的叫“辛有志
辛巴&818”，有的叫“辛有志 辛
巴 818 仔仔”。在这些主播的个
人主页上，能看到从门缝拍摄到的
辛巴的身影，还能看到在其他直播
活动上拍到的二晨、散打哥等知名
网红，但主播本人从不露脸。

这些小主播四处“游击”，以知
名网红的直播活动为“战场”，希望
能在这些流量聚集的时刻分得一
杯羹。

张鑫清楚地知道，自己没有吸
引粉丝的魅力，选择拍网红是最简
单的涨粉途径。从两年前开始，他
几乎每个月都至少参加三场网红
的直播活动。2021年 12月 20日，
他离开了辛选直播基地，赶到拥有
1600万粉丝的“太原老葛”的直播
活动现场，其账号名称也随之改成

“太原老葛20号终极之战”。当天，

他拍摄了一条太原老葛下播后吃
饭的视频，获得了3183个点赞。而
与他粉丝量相近的王老六，单条视
频最多只获得了1649个赞。

通过“网红效应”获得足够的
粉丝后，这些四处游击的主播们会
把直播封面图设置成当天出现在
活动上的大网红，吸引好奇的网友
点进自己的直播间购物。

由于不在直播中露脸，大部分
“游击型”主播的直播间人数只有
一百多人。他们只能通过降低商
品单价、拉长卖货时间来卖出更多
商品，少的时候一天只能“挣个百
十来块”，多的时候“能挣好几百”。

在太原老葛举办直播活动的
酒店大堂，主播方红在自己的直播
间不断重复着“买到就是赚到”“赶
紧拍赶紧买”，向直播间里的一百
一十名粉丝推销 9.9 元的“女王权
杖口红”和29.9元的吹风机。

她当天直播的时长超过八个小
时。凌晨一点结束直播时，她嗓音
已经沙哑。有粉丝在直播间问“你
播这么久累不累”，方红回答道：“我
当然累啦，但必须要付出啊，这样才
能涨粉。”

“我希望他们不要来了，可是
咋说都不好使。”被困于“寄生主
播”们孜孜不倦的“围攻”中，辛巴
曾这样表达自己的无奈。他理解
这些“寄生主播”的艰难，还曾经让
工作人员给他们送去水和食物。
这反而成为了一种“默许”，鼓励了
更多小主播来到直播基地门前蹭
热度——有人在直播中大吼大叫，
有人直播通宵达旦，也让周围的居
民不堪其扰。

草根明星“大衣哥”朱之文在
山东菏泽农村的住处，一度被蹭热
度的主播们围得水泄不通。院子
的围墙上被人放上带有长焦功能
的单反相机，原本关闭的院门被挤
开一条缝，缝里露出三四个手机摄
像头。朱之文称，自己回家想不让
别人知道，“都要先看天上有没有
航拍器。”

在离山东菏泽仅300公里的山
东临沂，“3元拉面十五年不涨价”
的“拉面哥”在网络上走红后，他的
家门外每天都有上百名小主播围堵
直播。有人“卖身葬父”“披麻戴
孝”，有人开着高分贝音量大跳土味
舞蹈。想要正常出摊的拉面哥被镜
头包围，不知所措。

值得一提的是，乱象频发的网
络狂欢背后，相关的监管也正在及
时补位。

早在 2016 年，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发布的《互联网直播服务

管理规定》明确要求，不得利用直
播从事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活
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亦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
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发现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
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
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
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
主管部门报告。

在线下，为防止主播们追逐流
量破坏公共秩序，广州城管加强了
辛选直播基地门前的治安管理。
在线上，针对突破他人边界的蹭热
度行为，快手等主流直播平台开展
了相关治理工作。在接受羊城晚
报记者采访时，快手平台相关负责
人表示，2021 年 6月至今，快手对
户外直播中存在妨碍、破坏公共秩
序，侵犯他人隐私等行为的直播间
及账号，视违规程度给予处罚，共
处置违规直播 2199 个，封禁违规
账号26482个。

然而，对于寄生主播们来说，
政府和直播平台监管整顿只是让
他们的行为收敛了一些。只要流
量的风向标依旧存在，他们就不会
放弃追逐：张鑫正赶往下一场网红
活动，继续拍摄网红们的一举一
动；王老六依然蹲守在辛选直播基
地门前，为了躲避城管而把直播时
间从白天改到晚上；二炮则发视频
表示，自己要“出征”下一名网红。

日前，快手平台开展专项整治,打击直播间不良行为，其中包括“恶意炒作”“蹭热点”等行为。
2021年12月12日下午4时，广州辛选直播基地。
拥有9500万粉丝的快手头部主播辛巴将在两个小时后开播。作为快手“一哥”，辛巴仅在

这次直播的预告就获得了8.5万个点赞。巨大的流量吸引了各路小主播来到直播基地门前蹭热
度。

在直播基地门外，有着1.3万粉丝的主播二炮站在马路中间，举起手机镜头对准辛选基地的
大门，开始向直播间里的几十名观众直播。他身后的一辆小货车频频鸣笛闪光，示意他避让，但
他视若无睹。

主播张鑫（化名）调整好手机角度，确保画面完整囊括了“辛选直播基地”六个大字后，他开
始和直播间里的一百三十名观众互动，趁势推销一款仅需9.9元的“辛巴专属”洗衣粉。

像二炮、张鑫这样，每天追逐网络红人进行直播蹭流量的主播，外界称之为“寄生主播”。这
些主播跟随着热度四处奔波，希望挤上流量的顺风车并进行“变现”，但当越来越多人逐流量而
来，违规现象和无底线的行为也开始大批量地出现。流量裹挟下，直播行业怎样才能刹住失控
的车轮？

临近辛巴开播的时间，辛选
直播基地门前聚集的主播们也纷
纷开始了自己的直播，为维持现
场秩序，基地工作人员在门前拉
起了隔离带。

二炮举着手机上前把隔离带
扯开，同时不忘与直播间里的粉
丝互动：“（这些隔离带）影响交通
怎么办！”工作人员见状再度把隔
离带拉上，二炮再次把隔离带扯
开，如此重复了几个回合。在马
路对面，全程目睹了二炮直播的
梁某满面怒容地走过来，挥出一
拳直击二炮面门，二炮顿时嘴唇
流血，直播间的画面也随之天旋
地转。

张鑫在现场目击了这场冲
突，不过，他认为二炮被打并不令
人意外。

张鑫曾参加过上百场知名网
红举办的直播活动，见识过无数

在活动现场蹭热度的小主播。
二炮蹭热度的对象往往是粉

丝量在千万级别的知名网红。
2021 年 7 月，二炮到网红散打哥
的直播活动现场等待机会，在散
打哥出现的瞬间，二炮调好手机
角度，同步直播自己伸手去抓散
打哥的场景，随后被保镖制服在
地，而这一幕正好被现场围观的
小主播们完整拍下。羊城晚报记
者留意到，一个拥有 50万粉丝的
主播页面上，这段视频获得了
1292 个点赞，远远超过了二炮自
己制作的短视频的点赞量。

二炮第二次“出名”，是“追
求”辛巴旗下拥有 1500万粉丝的
女主播徐婕。2021年 11月初，他
在辛选直播基地楼下直播，对着
楼上持续大喊“徐婕我爱你！”就
在旁观者劝他别再喊“影响市容”
时，二炮还抓紧机会与直播间粉

丝互动：“铁子们，我追求自己的
爱情有错吗？！”

但是，类似玩法蹭到的热度
并没有达到二炮“粉丝变现”的预
期。

殴打事件发生后，二炮的账
号被平台封禁，改用备用的小号
开了近十次直播。但直播间里鲜
少有粉丝为他刷礼物。

在其中一场直播中，二炮走
进路边的一家宾馆想住一晚，发
现最便宜的房间要 56元，而自己

“身上只剩不到五十元”。半小时
后，直播间有粉丝表示想和他连
麦，二炮顺口开价“十杯啤酒连一
次麦”。“啤酒”是直播间的一种礼
物，根据平台规则，粉丝每刷十杯
啤酒，主播可以提现 5 元。但直
到当晚直播结束，二炮也没有等
来十杯“啤酒”，只能坐在网吧的
椅子上过了一夜。

今日论衡之公民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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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一次罚一千”：
企业罚款不能任性裸奔

合肥某公司职员在 11 月迟到三次被
扣 3000 元，向安徽电视台安徽经视频道
寻求帮助。1 月 4 日，电视台记者上门核
实，被该公司拒之门外。记者在门外遇
到公司股东，却被骂“滚蛋”。1 月 6 日，
记者再次来到公司，发现大门紧锁。据
悉，迟到被罚 3000 元的当事人已申请劳
动仲裁。

实施劳动管理，是企业和雇主的合法
权益。但是如果真的有理，何须对记者
怒吼“滚蛋”？还是平日对员工喊“滚蛋”
喊惯了？又或者，根本意识不到企业老
板 也 有 守 法 的 义 务 ？ 迟 到 一 次 罚 款 一
千，看似一桩职场奇葩小事，引发的网络
关注度却很高，在合肥本地朋友圈更是
引起了热烈讨论。

罚款的本质，是一方对另一方经济资
源的单方剥夺。根据立法法及行政处罚
法的相关规定，对财产的处罚只能由法
律、法规和规章设定，显然，我国法律目
前并未赋予企业罚款权。国务院于 1982
年 4 月 10 日 颁 布 的《企 业 职 工 奖 惩 条
例》，曾经规定了企业对职工给予行政处
分和经济处罚的适用情形，但是该带有
强烈计划经济色彩的条例，已于 2008 年
被宣布废止。企业罚款因此找不到法律
依据，依据的只能是企业内部规章制度。

企业内部规章可否自行规定罚款？
放眼世界，诸如日本等国，确实授予了
企业罚款权，只不过有严格限制，比如
一次不能超过职工月工资的 10%。按照
法无禁止即自由的观点，既然我国法律
也未明文禁止企业对员工罚款，企业基
于 管 理 需 要 或 许 应 当 享 有 罚 款 权 。 但

即便如此，根据《劳动合同法》，用人单
位在制定、修改、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劳
动 纪 律 等 直 接 涉 及 劳 动 者 切 身 利 益 的
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也应当严格
依照法定程序进行。

在司法实践中，企业罚款能否得到法
院支持，关键要看用人单位是否有证据
证明，制定关于罚款等事项的规章制度，
经过民主程序依法制定，且依法公示或
告 知 。 如 果 没 有 严 格 依 照 法 定 程 序 进
行，企业罚款当然不会得到法院支持；退
一步说，就算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了，
如果相比给企业造成的损失，罚款金额
明显过高，也很难得到法院支持。故此，
迟到一次罚一千是否合理，首先要看该
罚款是否有公司内部规章作为依据，该
内部规章在制定时是否经过民主程序，
有没有依法公示或告知，以及相比该员
工每月的工资，迟到一次罚一千是否明
显过高有失公平。

总而言之，老板和员工在法律面前是
完全平等的，企业罚款不是老板想怎么
罚就可以怎么罚的。任性而为的企业罚
款，法律不会认账。

奇葩企业的奇葩事件或许无需过度
解读，企业罚款权的法律争议却应引起
立法者重视。值得强调的是，企业奖惩
必 须 依 法 进 行 ，而 且 罚 款 绝 不 是 万 能
的。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企业可以通
过浮动工资、绩效考核、警告、解除劳动
合同等多种形式，对劳动者违反企业规
章制度的行为进行奖惩。动辄罚款，不
仅可能是对法律的无知，还可能是管理
的无能。

文/钱夙伟 图/春鸣奖头小猪

“深圳孕妇及时安全入院”：

疫情防控应急反应的鲜活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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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云南一乡村小学奖励优生
每人一头小猪的视频刷屏网络，视频
中的学校是云南昭通市彝良县海子
镇向阳小学，发布这则视频的是支教
老师侯长亮。据侯老师介绍，这批小
猪共20头，是由上海的一家公益机构
捐赠的。（1月9日云南网）

给表现优秀的孩子奖励一头活
蹦乱跳的小猪，比此前某些学校发
肉当奖励，让人更感新鲜、有趣。肉
拿回家，一顿两顿就吃完了，而把小
猪养大，将为家庭创造更多收入。
又因为小猪是孩子的奖励品，在养
猪的过程中，孩子会更有兴趣参与

其中，由此培养劳动观念，提高动手
能力，也对父母家人以前在劳动中
的辛勤付出有直接感受，从而懂得
感恩。

另外，一头小猪的奖励让学生的
家长和左邻右舍都“看得见摸得着”，
产生的影响更持久，因此也有利于激
发大家对孩子教育的重视。这些“附
加值”，是文具和现金之类奖品不能
代替的。

城乡不同，各地区各学校情况不
同，“奖励一头小猪”不可能也没必要
照搬，但这里面包含的老师对孩子教
育的良苦用心，值得提倡、学习。

1 月 8 日，深圳发生的一件小事引
发广泛关注。当日，有市民在网络评
论区反映核酸结果没出来，致使孕妇
无法住院。深圳卫健委“霸气”回应

“电话发我”，这一回复很快获得过万
点赞，并于当晚冲上热搜第一。

更 重 要 的 是 ，深 圳 卫 健 委 不 仅
回应“霸气”，解决问题的速度也“霸
气”。

事件中，当事人忙中出乱，核酸
检测时未在医院采样，而是跑到其他
临时采样点，致使样本被送到社会第
三方机构。医院接到指令，没有丝毫
推脱，迅速联系检测机构，并通过加
急程序，最终获得检测结果。

自 当 事 人 网 上 发 帖 ，经 市 卫 健
委、医院，到检测机构，再审核上传、

更新粤康码等一系列运作，短短一小
时，整个疫情防控程序悉数打通，最
终让孕妇及时安全入院。

有评论说，这件小事的背后，彰
显了一座城市的快速反应 、敢于担
当，以及热心解决民之所忧的温度。
确实，疫情期间，为这位孕妇入院，
深圳不仅启动了一系列应急措施，更
动用了诸多的社会资源。而从事件
的曲折细节中，人们看到的不只是城
市的人性温暖，更有相关各方的责任
担当。

事发恰逢周末，但当事人的发帖
却被深圳卫健委迅速监控到，并即刻
做出反应。这说明即便是休息日，整
个城市的防控系统都在无声地高效
运转，不只是医院，连社会第三方检

测机构，双休日也没松懈，都在默默
地守卫着各自负责的防疫环节。

可以说，这次“孕妇事件”是对深
圳防疫应变力的一次突袭式的“抽
考”。正因为此，它获得人们的广泛
赞誉，也为全国防疫期间的应急反应
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

防疫牵涉面广，尤其是在一个上
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中，很难兼顾到
每个个体的特殊需求。忙中出错，或
出现点纰漏在所难免，关键是要能尽
快发现问题，并迅速查明原因并堵塞
漏洞，这就考验城市快速应急系统的
水准。而其背后，则是每个环节每个
具体执行者的责任与操守。只要有
一个环节失误或失职，或都可能酿出
大祸，引发轩然大波。这样的前车之

鉴，并不鲜见。
同时，防疫的刚性规定与所涉具

体个案的复杂性，又决定了快速反应
并非一成不变的。今天是孕妇，明天
可能是新生儿、高龄老人，后天又或
是超出预案的意外突发事件，而各种

“突发”或都有与防疫规定抵触之处，
这就要求城市的管理者、服务者，既
严格遵守防疫规范，又能以人为本，
尽快解决问题。

防疫无小事。随着防控疫情的
常态化，各种“意外”或都可能发生，
这既考验城市系统化的应急处置，更
考验每个细节、每个环节的具体执行
力。它涉及城市的精细化管理，也是
极其可贵的“免疫系统”。

（作者是本报首席评论员）

“游击型”主播
在辛选基地门前直
播卖货

凌晨两点，辛选直播基地门
前，王老六坐在自己偷偷搭的帐
篷里，和直播间里的一千多名粉
丝聊他“拜师辛巴”的进展。

王老六已经在这里“驻扎”了
二十多天。他清楚地记得，自己
从山西老家出发，徒步行经河南、
湖北、湖南，最终抵达广州辛选直
播基地的时间是 2021 年 12 月 2
日晚上8时 18分——他特意选择
了这个时间抵达，因为“818”是他
准备拜师的辛巴的代号。

事实上，王老六接触直播的
时间并不长。此前，作为一名庆
典活动的演员，他日常的收入主
要靠在乡村婚宴表演中自学的几
招杂技，但演出邀请并不常有。
接触户外直播后，他凭借和村民
们的朴实互动，迅速累积了三十

多万粉丝，并有了相对稳定的收
入来源，“像我这种小主播，其实
也就是个小丑，观众看我可怜不
容易，刷个礼物支持一下。”

直播平台三亿日活用户给了
他“能火”的希望。为了让自己涨
粉速度更快，王老六从直播平台
特有的“家族体系”获得灵感，作
出一个决定：拜头部主播辛巴为
师。于是，2021年 3月，安顿好老
婆孩子后，王老六揣着一千块钱，
拖着徒步车和一顶睡觉用的帐
篷，徒步前往广州。

在他的设想中，从山西出发
开始直播徒步拜师，到达辛选直
播基地时，直播间人气应该能从
目前的一两千涨到一两万。但出
了山西后，他的直播间人气骤降，
有时直播了一整天才收到五块钱

的打赏。为了多挣钱，王老六和
其他主播进行打赏 PK。在 PK
中，对方挣了好几百，他只挣了十
几块。作为PK失败的惩罚，他连
喝了六瓶矿泉水，还要把泥巴抹
在脸上，“老折磨人了。”

尽管一路上不间断直播、拍段
子，抵达辛选直播基地时，王老六
的直播间人气也没有大幅上涨，更
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感动辛
总”。在直播基地气派的大楼前，
王老六叹了一口气：“人家的段位
太高了，用不着咱这样的主播。”

王老六在辛选直播基地门前
“驻扎”下来，继续坚持直播。对
于成为一名当红主播，他还抱着
一线希望：“如果我每天都开着直
播，哪怕只挣 50 元也是一项收
入。说不定哪天火了呢？”

⬅等待“拜
师”的王老六

➡去年 11 月
初，二炮在辛选直
播基地门前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