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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网红儿童”曝光日常生活

是谁在孩子身上“榨”流量？

社区用人为何这么难 边招人边离职

最近，网上出现很多关于“限高令新政”的相关
短视频，称有内部途径，可解除“限高令”出行限制。
这些视频发布者不乏被认证为律所及法律咨询公司
的账号。

月 日，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相关负责人
回应记者，关于“新政”一说实属谣言。最高法始终不
断加强与公安、民航、铁路系统的沟通协作，堵塞违
规购票漏洞，避免被执行人利用各种非法手段乘机。

“限高令”也就是“限制高
消费令”，是人民法院对被执行
人采取的一种间接执行的措
施，具体措施包括限制被执行
人在高档酒店、娱乐场所等高
消费场所的消费，以及乘坐飞
机、列车软卧等行为。而往往被
实施“限高令”的被执行人，都
是不能如约或按照生效法律判
决尽到还款义务的。这样做的
目的，是防止被执行人财产不
当减损，尽可能保护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

记者发现，这些视频均以
“解除限行”“恢复高铁、飞机自
由”为标题，还打上“普法视频”
的标签，往往在发布几个小时
后就自行删除。

在一则经过微信视频号认
证的，名为“重庆念南律师事务
所”的账号内，有两条关于“恢

复高铁、飞机自由”“恢复自由
出行”的视频。点开后视频背景
是多位律师高举右手宣誓的画
面，左侧还有“普法视频，无不
良引导”的提示。

在一个被认证为河南世笙
律师事务所的视频号账号内，
也有类似的视频作品，背景为一
飞机起飞画面，画面中文案写明
“会议刚刚圆满结束，第一时间
为你报道……”与上述视频中
文案类似，并声称“解除”后可正
常通过 12306平台购票。

记者通过天眼查搜索，并
未查到重庆念南律师事务所相
关信息；通过中国律协全国律
师执业诚信信息公示平台的
“律师事务所检索”功能搜索
“重庆念南律师事务所”，显示
为“暂无信息”。

而河南世笙律师事务所在

此网上可以查证确实存在，
记者多次拨打电话后，对方
虽然承认为该律师事务所，
但当听到“看到你们视频号发
布的……”后，当即挂断电话。

北京大兴区人民法院执行
局法官孙佳欣，多年来一直从
事一线执行工作。“如果这些公
司是骗子，这些被执行人也不
敢向警方报案或向法院提起诉
讼，比起受到惩罚，他们大概率
会选择吃‘哑巴亏’。”他说，如
果这些公司提供的服务是真
的，为被执行人提供购票服务，
就涉嫌违法。

记者与最高人民法院执行
部门核实，相关负责人回应记
者，人民法院从未出台过解除
限制消费措施，或为不偿还债
务的限高人员提供长期“解限”
的相关规定。互联网上关于对
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的被执行人解除限制消费措施
等内容均为不实信息。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负责
人表示：在老百姓的朴素观念
中，“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
有一些人却想方设法逃避债
务，大肆高消费。限制消费措施
客观上可以更有效防止被执行
人财产不当减少，具有保全债
务人财产的作用，同时使债务

人感到“不便”，促使有履行能
力的债务人主动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

该负责人表示，许多被执
行人通过利益选择，主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自
限制消费制度建立以来，已经
促进 1558.96万人次主动履行
了法律义务，在打击逃废债行
为、维护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
和司法权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

该负责人强调：对于帮助
实施规避执行的“黑中介”而
言，其帮助被采取限制消费措
施的被执行人逃避“限高令”，
扰乱了司法秩序，对其行为应
当依法采取拘留、罚款等惩戒
措施。情节严重的，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八条的规定，案外人明知
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有能力执行
而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的判决、
裁定，与其通谋，协助实施隐
藏、转移财产等拒不执行行为，
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共犯
论处。

□王浩雄
《北京青年报》12月 12日

“为了不给孩子拖后腿，我
们给她请了一位全能型老
师———××学习机。”视频里，妈
妈介绍学习机功能的同时，孩子
在学习机上演示着如何操作，一
幅其乐融融的画面。这是粉丝数
超 8 万的某母婴博主最新发布
的一则视频。点进其主页可以看
到，一年多来发布的 70多条视
频中，绝大多数视频都与孩子有
关，比如孩子配合妈妈演绎故
事，介绍产品和分享经验等。类
似以孩子为主角的短视频账号
并不鲜见。

记者调查发现，未成年人成

了一些博主的“流量密码”，孩子
的童年生活、校园日常等全程被
网络包裹注视，不少短视频中还
充斥着商业气息，“网红儿童”配
合家长演戏成了产品推手，剧本
痕迹明显。更有甚者，一些“网红
儿童”在视频中打扮性感成熟，
跳着火辣舞蹈，评论区里夹杂着
低俗的言论。

受访专家认为，凡是涉及未
成年人的视频创作都要保持谨
慎，考虑拍摄目的是否会不利于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发布是否
侵犯未成年人的肖像权、名誉
权、隐私权等。建议相关部门加

强监管，平台或行业协会发布自
律规范，评估未成年人频繁出镜
视频的风险，采取一定措施减少
推送有负面影响的内容。

今年 5月，山东省郓城县人
民法院办理了一起涉未成年“网
红”的合同纠纷案。一名未成年
“网红”因违约被 MCN机构告
上法庭，要求赔偿经济损失。据
了解，涉案未成年“网红”的确存
在违约，但 MCN机构也存在要
求该未成年人长时间录制的事
实。办案法官称，MCN机构让未
成年人超时录制，不利于其身体
健康，没有履行保护未成年人的

社会责任。
“目前的法律法规并没有明

确禁止未成年人出镜，或者禁止
打造‘网红儿童’，有待后续的相
关法规政策作进一步完善，平台
或行业协会可以推出一些自律
规范作为正面引导。保护未成年
人在互联网媒介上的安全和权
益。”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
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说，需要
政府、企业、学校、家庭和社会各
方共同努力，形成合力，构建一
个健康、安全、有益的网络环境。

□赵丽张雅婷
《法治日报》12月 13日

情理法理

公诸于世
独处 天能赚 万？

揭秘自律挑战“馅饼”生意

“你觉得自己自律吗？敢不
敢接受独处 20天拿走 50万元
的挑战？”近段时间，有关“自律
挑战”的生意凭借短视频的传
播，受到不少人关注。简单搜索
就能发现，这些公司的宣传大
多相似，只要独自在酒店房间
内不与外界接触，遵循一些看
似简单的特定规则，就能在一
定时间后赢得丰厚奖励。少则
5000 元，多则 50 万元，让很多
信心满满的观众以为自己捡到
了“馅饼”。但当你点击报名之
后，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

近日，记者联系多家“自律
挑战”公司与多名消费者，揭秘
这种看似“天上掉馅饼”的另类
生意。

不被允许事项繁多
12月 11日，记者在短视频

社交媒体上查询到多家类似公
司，这些公司分布在全国各地，
比如盐城、青岛、济宁、南昌、成
都、哈尔滨等等，大多成立在 2
年之内。记者以消费者身份添
加了几家做“自律挑战”生意的
工作人员。记者发现，工作人员
一般会先询问年龄、身体健康
状况与所居住城市，然后发过
来相应的规则说明或电子合
同，上面写有相应的不被允许
事项。报名费用多在 6000元至
8000元之间，挑战 20至 30天
最高奖励可达 30万元至 60万
元。还有一些公司会设置阶段
性奖励，挑战完成不同的天数，
会得到不同的奖金。

以一家所在地为南昌的公
司为例，这家公司宣称活动是
为了激励那些渴望改变自我、
摆脱不良生活习惯的人。活动
介绍中称，这是一项正规且合
法的商业挑战，活动将在正规
酒店举行，全程受到监控记录，
确保活动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承诺活动中不存在任何隐形规
则、套路或不公平条款，所有参
赛者都将在平等和公正的基础
上参与挑战。但实际上，规则中
不被允许的事项种类繁多，比

如手机每天可定一次关一次闹
钟，闹钟只可看时间不可移动触
摸和遮挡（锻炼走路遮挡除外），
携带的手机、闹钟不可离开监控
范围，手机充电，插拔充电插头
位置，24 小时内只可插或拔一
次；不可以任何形式遮面部，不
可背对摄像头，如发生遮挡背对
摄像头每次不超过 3秒；卫生间
进入不限次数单次限时不超过
15分钟，进入卫生间需面对监控
站 10秒以上；不可与外界交流
和肢体动作交流；不可大声喧哗
制造噪声影响其他挑战者等等。

律师：易引发赌徒心理
太阳底下无新事。事实上，

此类挑战早已有之，可能只是
名字不同而已，比如寂寞挑战、
隔离挑战、禁闭挑战等。有人一
针见血地指出“你盯着人家的
奖金，人家要的是你的报名
费。”12月 9日，陕西省西安市
未央区人民法院就在开庭前调
解了一场张先生对于西安睦邻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诉讼。张
先生正是在这家公司进行了 3
次“自律挑战”，不仅屡试屡败，
分文无收，还投入了一共 2.04
万元的报名费。

张先生走出挑战的房间，将
过去几天发生的事讲给西安的
一个亲戚。亲戚明确告诉他，“你
遇到骗局了，这是挑战人类极
限，规则听起来简单但根本不可
能成功。”张先生随即向公安机
关举报、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了
该公司。

记者查询发现，参与自律挑
战失败的案例还有很多。上海申
伦律师事务所夏海龙律师认为，
此类行为有点像特殊的博彩行
为，很容易引发赌徒心理，也可
能助长公众通过小概率、偶然事
件不劳而获的想法，从而引发道
德上的争议。夏律师提醒，如果
经营者故意设置“消费陷阱”或
设定“有失公平”等约定，消费者
可以保留证据及时起诉。

□朱高祥
潮新闻 12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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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高人员”不还钱能坐飞机高铁？

网上频现“限高新政”，最高法辟谣

社区工作者是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在社区的直接执行者，是社
区治理和服务的骨干力量。今年
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
队伍建设的意见》，要求各地按照
每万城镇常住人口拥有社区工作
者 18人的标准配备。

记者调研了解到，一些地方
为达到配备标准，纷纷提高社区
工作者招募力度。与此同时，社区
工作者仍面临工作头绪繁杂、薪
资待遇不高、群众理解不足等问

题，或致职业懈怠甚至离职。

挤不进去，留不下来
“我们今年以来招录了 350

名社区工作者，计划年底前再招
录 60名。”西部某省区党委社会
工作部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当地目前已配备近 7000名社区
工作者，还缺额 1800 余名，为完
成每万城镇常住人口拥有社区工
作者 18人的配备标准，他们将进
一步扩大招录名额。在中部某省，
2023 年底每万名城镇常住人口

拥有社区工作者达到 13.7人。该
省吸纳专职网格员、高校毕业生、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等进入社区工
作者队伍，计划 2025年底前完成
配备任务。

除了招募热，相关职业资格
和社区招聘考试也在升温。记者
了解到，2024年度全国社会工作
者职业资格考试报名人数达 188.9
万人，较 2023年增长 26%，创历史
新高。长三角地区一名社区党委
书记对记者说，该社区今年招聘
社区工作者的报录比超过了 100
比 1，报考人员学历越来越高，录
取分数比前几年涨了十几分。
“我们上次招了一名社区工

作者，结果没干多久就离职了。”
中部某县一名社区党委副书记
说，社区工作者队伍并不稳定，有

时会出现“一边在招人，一边有人
离职”的情况。西部某省份提供的
一份数据显示，自 2021年社区换
届以来，当地有 1195名社区工作
者辞职，占社区工作者总数 17%。

东部地区一名社区负责人表
示，尽管前几年区政府组织的社
区工作人员招考的招录比也能达
到惊人的几百比一，甚至还有研
究生进入社区基层工作，但实际
上，大部分录取人员都沉不下去、
留不下来。
“小马拉大车”是很多社区工

作者的真实写照。一些社区工作
者表示，社区工作本就头绪繁杂，
有的党政机关将自身权责工作事
务“甩给”基层，以属地管理为由
随意要求村居对口挂牌、重复要
求村居填报数据等，有的将社区

工作者当成本单位职工“使唤”，
还有的直接将社区工作者借调到
本单位。社区工作者疲于应付，无
法专注于本职工作，逐渐失去对
社区工作的热情。

多名社区工作者告诉记者，
他们的平均月薪仅有三四千元，
除去日常生活开支后存不下钱；
而且晋升渠道较窄，除了进社区
“两委”没有太多发展路径，很多
人工作多年之后抱着“奔头不足”
的感慨选择离职。

让社区工作者进得优、留得住
受访人士认为，要打造“硬

核”社区工作者队伍，在严把选聘
“入口关”的同时，应健全人才培
养、激励保障以及减负增能等工
作制度，让社区工作者进得优、留

得住，也有奔头。
一名民政部门干部认为，打

造一支素质优良的专业化社区工
作者队伍关乎基层治理成效，建
议健全分级培训工作机制，推选
并推广“社区工作法”典型案例，
加强社区工作者在群众工作、组
织动员、依法办事等方面的能力
训练。

强化激励保障，给甜头、添奔
头。记者了解到，为激励社区工作
者发展，多地将推行社区工作者岗
位分级制度，同时建立一定的奖励
补贴制度，此外，每年拿出一定数
量的岗位，面向优秀社区正副职招
录（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华东地
区一名社区负责人建议，社区工
作考核机制需要更“接地气”，在
社区工作人员招考、晋升等环节
中，注重对实际工作能力和基层
工作经验等的考察，让真正适合在
社区工作的人留下来、有干劲。

□潘峰何曦悦杨稳玺
半月谈网 12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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