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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晨雨

近来，网上曝出广西宾阳给涉嫌诈骗

者家庭门上用油漆喷上“涉诈户”。11 月

26 日，宾阳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回应，

事情属实，且震慑效果明显，已有多人投案

自首。

或许，在当地干部看来，给涉嫌诈骗者

所在家庭门上用油漆喷上“涉诈户”，实属

迫不得已。两年前，公安部曾公布第一批

电信网络诈骗重点整治区，宾阳就是其中

之一。近年，网络诈骗猖獗，有“百年商埠”

美誉的宾阳，因为“（坏）名声在外，没人来

这边做生意”，“为了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

稳定，不得不这么做”。采用这招后，的确

也收到了一些成效，喷字后较多在逃人员

自首。

问题是，这种“立竿见影”的措施合不

合法。一个公民即便是涉嫌诈骗等犯罪，

只要是还没有经过法庭审判，就不能被认

定为罪犯，这是所有人都应知应会的法律

常识。在涉事人员家门口用油漆喷上“涉

诈户”，虽然字里行间还有一个“涉”字，却

等同于“公开宣告”他们的罪名，这种法外

“定罪”并不公平。

从本质上说，家门口被喷油漆“涉诈

户”，这是一种羞辱性惩罚。在涉事人员家

门上油漆喷字，虽然未曾涉及人身自由的

剥夺，但短短3个字，却给个人和家庭带来

羞辱。这样的惩罚，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水

浒传》等古典小说中的犯人“刺配”。当然，

与“刺配”相似的羞辱性惩罚，还有游街示

众、戴枷示众等。尽管这些惩罚在古代比

较常见，但在法治社会，这些惩罚已经被摒

弃，翻看现行的法律法规，找不到羞辱性惩

罚的字眼，而这也是法治文明的要求。

不仅如此，这种羞辱性惩罚，还违反了

责任自负的法律原则。“子不教父之过，父母

有规劝和教育的义务”，这话的确不假，却不

能推导出“一人犯错，全家或邻里担责”，否

则就成了“株连”或“变相株连”的封建沉渣，

与现代法治精神格格不入。根据责任自负

的法律原则，实施了违法行为的人，只应对

自己的违法行为负责，而不能让没有违法行

为的人承担法律责任，不能仅因为存在血缘

关系或乡邻关系就扩大追责范围。

其实，当地采取的治理高招，除了羞辱

性惩罚，一些其他措施也涉嫌违法。比如，

“十户组成一组，如果其中一户出现涉嫌诈

骗者，那么依据村规民约，当事家庭停水停

电7至10天，并喷上‘涉诈户’三个字，其他

联保户停水停电1至5天，予以惩戒”，“部

分涉嫌诈骗者用诈骗所得建起了楼房，镇

上曾强拆了4家，约5000平方米”。

公民的财产权利、地上物权和生存权

利，受宪法、物权法等法律的严格保护，什么

样的“村规民约”，竟然比国家法律还要大，

还可以授权对公民住宅停水停电，甚至强拆

房屋？不错，部分涉嫌诈骗者建起了楼房，

如何证明用的是诈骗所得，而不是家人的合

法支出？当事人尚未“自首”，“镇上”便强行

拆除他人房屋，“理由”是否合乎城乡规划

法、行政强制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规定，拆

除程序的合法性能否经得起检验？

诚然，一个地方歪风邪气横行，违法犯

罪有所“抬头”，侵犯他人权利，危及当地经

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确应当出手。但是，

羞辱性惩罚、法外施罚等“奇招”，并不是什

么好主意。油漆喷字等做法，只能在表面上

暂时打压一些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实际却

是“以恶制恶”，注定要付出牺牲公平正义的

昂贵代价。已经“自首”的未必服气，不愿

“自首”的，更恐有破罐子破摔之虞。

打击网络诈骗，从刑事到行政，不乏法

律规定，除了宣传教育，关键还看执法决心

和执法力度。既然涉嫌人员已经锁定，有

关部门就应在依法追逃上下功夫，尽快让

违法者付出足够成本，而不是用羞辱性惩

罚为工具，以家庭利益为要挟，坐等“服法

归案”。如此，才能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

福袋

近期，在北京、广

州多地商场，出现了

一种叫“福袋机”的新

玩意儿。只需花 30

元扫码，消费者就有

机会赢得电脑、手机、

拍立得，在周末一些

人流量大的商场里，

玩的人络绎不绝。但

是，福袋机赢幸运的

背后实际是满满的套

路。抽奖者花30元

得到的福袋盒子里

面，装的往往都是一

些不知名的廉价沐浴

露、小瓶香薰、男用发

蜡等。 徐简

苑广阔

近日，据媒体报道，一个名叫“杨霞”

的女人火遍朋友圈。不少地方资讯类自

媒体都转发介绍了她的个人事迹，并以

《那个叫“杨霞”的女人，你在某某地方火

了！》为标题进行宣传。

文章称，杨霞从小生活在大山里，后

带着女儿前往大城市打拼，在有了一番

事业后，有感于市场上所售蜂蜜质量不

佳，决定回乡卖土蜂蜜，“找回儿时纯真

的味道”。但不久，有不少网友反映说，

从“杨霞”处购买的蜂蜜质量不佳，并质

疑其身份的真实性。

没有食品安全相关证件，也没有工

商注册，甚至连所谓的养蜂合作社地址

都是假的……面对记者的调查，“杨霞”

始终是一个生活在朋友圈的女人，只有

一张微信头像和质量不佳的蜂蜜成为她

在这个世界为数不多的证据。

谎言终究会被揭穿，真相总会浮出

水面，网红“杨霞”其实只是当下互联网

营销套路的一个典型。如果说有些微商

在营销方面过于简单粗暴，很容易招致

网友反感的话，那么以“杨霞”为代表的

网络营销套路，就委婉了很多，套路明显

更深一些。

他们一开始先卖故事、卖情怀，等

到网友相信了她的故事，也愿意为情怀

买单时，才正式推出自己所谓的“优质

产品”。

如今，为了让人们更快、更心甘情愿

地拿出口袋里的钱，“网红”也学明星，立

起了人设。比如“杨霞”的营销文案，先

塑造了一个婚姻遭遇不幸，但是却不向

命运低头的坚强女性形象，然后又表示

市场上的蜂蜜产品都是假的，不健康的，

她为了让大家能够吃到真正健康的蜂

蜜，毅然舍弃城市里的事业，到农村、大

山养蜜蜂。

令人动情的故事，完美的人设，所谓

天然、优质的产品，再加上在朋友圈或真

或假的真情互动，一时间很难让人怀

疑。但假的就是假的，套路就是套路，当

消费者收到质量不佳的蜂蜜产品，戏也

就演不下去了，“杨霞”也只能以拉黑媒

体记者、拉黑质疑者来做最后的抵抗。

面对朋友圈里的产品，民众天然就

该多些理性与冷静，以避免上当受骗。

毕竟对于这些来路不明的入口之物，损

失钱财事小，危及健康和生命事大。

新套路、新招数，网络平台和市场监

管部门也要与时俱进，加强对这种“套路

式营销”的监管力度。比如，对“杨霞”这

种通过微信朋友圈大批量出售蜂蜜产

品，交易账户必然非常频繁，网络平台可

以探索对这些支付账户开启预警机制，

通过大数据用户画像等技术，为监管部

门提供数据支持，让朋友圈里的“杨霞”

无所遁形，才能保卫民众的食品安全。

文物保护
莫等破坏了才行动

文物保护人手不足，资金匮乏是

事实，但并非没有解决的途径，这些

都不是“不上心”不积极的理由，关键

原因还是一些人思想不重视。

刘剑飞

近日，有西安当地媒体爆出位于西安

长安区司马村的杜牧墓竟然变成了菜

地。记者从司马村村史编撰人68岁的关

山处了解到，目前这片被种上菜的杜氏家

族墓地有“一分地”大小，分属村里好几家

人耕种。“文物部门也有人来考察过，但是

没有正式的考古发掘，也没有人说不能在

上面种菜，现在这个季节也没什么菜了。”

一代诗人的墓地却变成了菜地，实在

让人唏嘘，不仅暴露出一些人文物保护意

识的缺失，也暴露出相关部门在履行监管

职能时不积极，不主动。文物保护不能等

到破坏了才去行动，应该将保护的关口前

移，这样才能起到积极效果。

文物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是中

华文明和文化展现，也是不可多得的历史

遗产，文物具有唯一性，不可复制，这就需

要相关部门积极履职尽责，在文物保护中，

多一些积极意识，多一些超前谋划，多一些

务实举措，在预防上做文章，在保护上下工

夫，比如，制定长效保护方案，加强对辖区

文物的监控和定期排查，发现文物出现破

损，积极采取措施，加以修复，尤其对一些

重点珍贵文物应该采取特殊措施，加以保

护，做好日常维护，实施常态化监管。

就像此次，杜牧墓变成菜地，并非首次

出现，之前就已经出现过村民取土等行为，

相关部门早就应该采取措施加强监管和防

护，可是却一直没有任何的应对措施，这才

导致如今变成菜地的结果。可即便如此，相

关部门还是显得不以为然，并没有积极履行

职责，出面进行调查和阻止，采取措施，加强

保护，这种消极应对，实在让人堪忧。

文物保护人手不足，资金匮乏是事实，

但并非没有解决的途径，人手不足，完全可

以发动群众参与，编织社会保护网络；资金

不足，除了向上申请，还可以通过社会来筹

措解决，这些都不是“不上心”、不积极的理

由，关键原因还是一些人思想不重视，这就

需要通过严肃的问责来解决。

家门喷“涉诈户”羞辱性惩罚换不来长治久安
油漆喷字等做法，只能在表面上暂时打压一些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实

际却是“以恶制恶”，注定要付出牺牲公平正义的昂贵代价。

“杨霞”你卖的蜂蜜也该“凉凉”了
令人动情的故事，完美的人设，所谓天然、优质的产品，一时间很难让

人怀疑。但假的就是假的，套路就是套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