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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多地学生家长反映，一种

“死亡游戏”流行于校园，该游戏被

称为“梦回大唐”或“死亡三秒”。游

戏通过特定的动作憋气造成缺氧休

克，有的孩子在游戏后迅速晕倒，并

曾发出尖叫，伴随满脸冷汗，直到第

二天还感觉头痛头晕。据医生介绍，

“死亡游戏”压迫心脏、抑制呼吸，会

导致回心血量减少，大脑的血液和

氧气相应减少，根据个人体质不同

会出现不同状况，严重者会导致意

识丧失、全身脏器功能停止等，直接

危及生命。

“死亡游戏”打着挑战、刺激的

幌子，利用青少年对未知事物的探

索欲望，引诱他们漠视生命，将年轻

的生命推向悬崖边缘。面对“死亡游

戏”的传播，各地需要严阵以待、严

防死守，防范这类游戏戕害中小学

生。

当然，抵制“死亡游戏”不能仅

靠“围追堵截”。首先，学校、家长对

青少年应加强安全教育，引导他们

远离危险游戏。不少青少年喜欢充

满挑战、刺激的游戏活动，恐怖刺激

的“鬼屋”“密

室逃脱”等新

型娱乐项目，

更容易受到

青少年青睐，这就需要学校和家长

用安全教育让青少年明白一些娱乐

项目和游戏的危害性和危险性，提

高风险认知能力。

其次，学校、家长对青少年应加

强生命教育，使之理解生命的价值

和可贵。一些青少年热衷于风险系

数极高的危险游戏，以生命为代价

进行“娱乐”，显然与生命教育存在

缺失密切相关，他们没有真正理解

生命的价值在哪里、死亡意味着什

么。学校、家长要以恰当的生命教育

让青少年明白，玩“死亡游戏”这种

看似简单的憋气游戏，不仅是对自

己身心健康的摧残，也是对生命价

值和尊严的极端亵渎。

此外，学校、家长还要随时关注

青少年的心理变化，多多引导他们

积极参与健康有益的课余活动，以

纾解青少年因学习压力、家庭矛盾

或其他原因产生的焦虑和不满情

绪，而不是靠危险游戏来寻找和享

受短暂的快感。

当然，更要坚决铲除危险游戏

的生存土壤。有关部门亟须加强对

网络和文化环境的监管，从源头上

杜绝此类危险游戏的传播，让青少

年在健康、安全的环境中茁壮成长。

据中国妇女报

“感谢检察官，案子和解了，俺也彻底

放心了……”11月 1日，市检察院检察官

再次对案件进行回访时，当事人说。

2007年 8月，李某某承租席某某的土

地，双方对租金及租金支付期限和方式作

出约定。但在 2015年 12月，李某某将案涉

砖厂转让给第三人王某某，并办理了变更

登记，未将此情况通知席某某。

2023 年 8 月，席某某向法院提起诉

讼，诉请李某某支付拖欠的租金。法院判决

李某某在限定期限内向席某某清偿案涉砖

厂占用土地未支付的租金。判决生效后，在

法院强制执行环节，李某某申请再审，被裁

定驳回；李某某遂向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俺的砖厂 2015年法定代表人已变更为王

某某，他是土地的实际使用人，应由他支付

土地租金。”李某某说。

市检察院通过调阅相关卷宗、实地走

访等方式开展调查核实，发现虽然审判

机关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认定本案的合

同相对人为席某某与李某某，作出判决

并无不当。但本案存在合同签订人与实

际使用人不一致的情形，且席某某对案

涉砖厂法定代表人变更并不知情，而且

此后李某某在 2015 年至 2020 年 8 月仍

然按合同约定向席某某支付此期间的土

地租金。

为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检法两院联

合召开案件讨论会，经分析认为，本案虽然

不符合再审监督条件，但存在和解基础。

市检察院组织召开听证会，经过一番

调解，三方当事人愿意通过和解方式解决

纷争。最终，案件顺利执结。李某某向市检

察院撤回监督申请，该院也向其提出了合

同后续变更完善的意见建议。

李浩然 吴迎利

直播间投入几千赚千万？古董“捡漏”骗局盯上老年人

未成年人玩耍时不慎坠楼
同伴已尽救助义务不担责

促销员打扫卫生时受伤
各方根据过错程度担责

未成年人认知能力有限，对危险的预知性

不够，监护人必须牢固设立保护孩子安全的第

一道防线，将基本安全知识作为家庭教育的必

修课，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此类悲剧发生。

场所管理者应当对其责任范围内的设施尽

到危险提示、管理义务。特别是管理范围内存在

对未成年人具有诱惑力的危险时，管理者必须

履行最高安全保障义务，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危

险。

法官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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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检察院：检察监督促和解
基本案情

王某受某商贸公司派遣到某购物广场从事促

销工作。今年 1月 31日，王某在该购物广场打扫

卫生时因挪动电扇受伤，后住院治疗。王某认为自

身权益受损，分别向购物广场和商贸公司主张赔

偿，但购物广场和商贸公司相互推诿，王某诉至平

顶山市卫东区法院，要求两公司赔偿医疗费、误工

费等共计 1.9万余元。

判决结果

法院经审理作出判决：购物广场承担 50%的

赔偿责任；商贸公司承担 20%的赔偿责任；王某自

身承担 30%的责任。判决下达后，各方均表示接受

判决结果，没有提出上诉，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

在这起典型的外派促销员非工作原因受伤引

发的纠纷中，法院在细致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准确

界定了责任承担主体及其赔偿比例。王某系商贸

公司的员工，由商贸公司派驻至购物广场从事促

销工作。在此期间，购物广场要求王某在本职工作

之外打扫超市卫生，此行为既未包含在双方签订

的供销合同约定范畴内，事后也未与商贸公司达

成相关合意，并且没有额外向王某支付报酬，所以

购物广场存在过错，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

时，商贸公司未将王某的工作内容进行书面化、具

体化处理，也未对员工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存在

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另外，王

某在打扫卫生过程中，由于挪动电扇时未关闭电

扇而受伤。王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本应具

备基本的安全意识，但却因疏忽而未能做到有效

防范，其自身也应当承担一定过错责任。法院综合

考量各方过错程度，依法作出判决。

对于用人单位商贸公司而言，派遣促销人员

至合作方时，必须事先明确外派人员的职责范围、

工作纪律等权利与义务，并承担起对员工的日常

监督管理责任，这不仅有助于维护员工的合法权

益，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

购物广场作为合作方，应严格遵守协议，不得

对外派促销人员进行不合理的工作摊派，同时应

提供必要的安保措施，确保员工在安全的环境中

工作，这是对员工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

至于促销人员本身，应做好用人单位安排的

工作，强化工作纪律感和责任感，同时增强自身安

全防范意识，在工作过程中确保自身安全。

据河南法治报

身边的事儿

2022年 10月 23日 13时许，小花（13岁）、小

红（14岁）相约到灵宝市某烂尾楼玩耍拍照打卡。

14时 57分，小花在拍照时不慎从楼上坠落。事发

后，小红立即拨打 120急救电话，小花被送往医院

抢救，先后花费医疗费 4万余元。经鉴定，小花构

成十级伤残。后小花的父母向灵宝市法院起诉，要

求小红及烂尾楼的管理者某管委会赔偿各项损失

共计 15万余元。

判决结果

灵宝市法院经审理查明，小花的医疗费、护理

费、交通费等各项合理损失为 14万余元。案涉楼

房系他人所建，由某管委会负责管理。事发时，案

涉楼房未设置任何围挡、警示牌，也没有派专人看

管，没有及时做好充分的安全防护措施，致使小

花、小红无障碍进入楼房，增加了坠楼事件发生的

可能性，某管委会存在管理不当的过错，应依法承

担相应赔偿责任，酌定承担 20%的赔偿责任，剩余

损失由小花自行负担为宜。同行人小红发现小花

意外坠楼后及时拨打了急救电话，已尽到其认知

内的救助义务，小红对小花意外坠楼没有过错，小

花要求小红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不予支持。

经核算，原告小花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

等各项合理损失为 14万余元。法院判决被告某管

委会赔偿原告小花各项损失共计 2.8万余元。判决

作出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

以案说法

图片源于网络

9999元的圆明园马首、3999元的清朝官窑瓷

器、2999元的纪念“金币”……最近，一些售价动辄

数千上万元、却没有任何鉴定证明的“文玩古董”，

成了不少直播间里中老年消费者的“心头好”。在

直播间内一句句“投入几千，赚得千万”“高价回收

拍卖”的诱导下，一些消费者抱着“捡漏”的心理疯

狂拍下所谓的“稀世藏品”，却不知已深陷骗局。

直播间里卖古董 是捡漏还是骗局？

自打今年 3月发现父亲沉迷“文玩古董”直播

购物以来，夏女士至今仍为之苦恼。纪念“金币”、

刻章、玉石、邮票……到目前为止，夏女士的父亲

已经在各类“文玩古董”直播上花费了 30万元。

在夏女士父亲关注的“文玩古董”直播间里，

主播们用一个个离奇的故事拴住观众的心。“主播

编造故事，说他们的老大在境外遇难，底下的人分

为两派。为了不让坏人把这些藏品拿走，让粉丝们

拍下，并承诺日后会高价回收。”夏女士不能理解，

这些听上去完全离谱的故事，为什么父亲就会深

信不疑。

成都的张女士也为父

亲身陷“文玩”陷阱而头

痛。张女士的父亲今年 5

月在某平台直播间花

9999元买下所谓“圆明园

的马首雕像”。“我们都知

道真正的马首是国宝，由

国家收藏。但是我父亲却

总觉得是自己捡漏，以后

可以拍卖出大价钱。”张女

士说。

记者蹲守一些直播间

发现，瓷器、玉石、织品等

都是这些直播间的“珍品

宝贝”，价格便宜的几十上

百元，贵的数万元。这些古

董有的直接标价售卖，有

的采用直播拍卖的形式，

或 500元或 1000元的加价。不少消费者为此“激

情消费”，甚至不惜向亲人借钱或贷款购买。

在一间“文玩古董”直播间内，记者发现主播

在屏幕前放了一张写有“此物为备用链接，以实物

为准”的纸条，同时有工作人员在直播间刷屏“直

播间宝贝保真保老”。直播过程中，主播时而展示

所谓粉丝手写的感谢信，时而拿出声称是粉丝送

的锦旗，近 200名粉丝在主播的带动下，不停地刷

着“相信你们”“愿意”等留言。

在主播们的洗脑下，一些中老年观众陷入其

中，相信自己所购是价值千万的“奇珍异宝”。但在

张女士看来，这些“一眼假”的假古董制作粗劣，没

有任何鉴定说明。“哪怕他们以仿制品的名义出

售，我都觉得可以接受，但他们偏偏要让老人们误

以为是‘真品’。”

张女士加入了一个文玩消费者维权群，其中

聚集了上百位受害者的子女，大家共同商讨如何

帮助父母维权。很多受害者家属在群内讲述了自

己艰难的维权遭遇：有的主播把客户拉黑或者直

接注销账号，导致消费者找不到投诉对象；有的主

播售卖的东西与产品详情页中描述的完全不符，

导致维权过程取证艰难……

然而，在维权过程中最令受害者子女痛心的，

是来自“被洗脑”父母的阻拦。“他们不相信自己被

骗，拒绝我们为其退货。”夏女士无奈地告诉记者，

“对于如此明显的消费圈套，一些老人不愿相信子

女和警方的劝诫，却相信主播的一番话术。”

小心古董直播里藏“猫腻”

随着近几年直播消费的普及，古董、文玩等文

物艺术品也越来越多地进入直播间。由于文物艺

术品大多属于非标品，对买卖双方都提出较高的

专业要求。加之行业快速发展，导致文物艺术品直

播售卖乱象丛生。

记者发现，很多线上直播拍卖无门槛或门槛

较低，部分店铺资质不全。记者蹲守多个售卖“古

董”的直播间发现，多数直播间资质不全，一些店

铺在没有文物拍卖许可资质的情况下，公然在直

播间内进行拍卖，将一件件商品拍出高价。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贺慧介

绍，如果商家想要在线上拍卖文物艺术品，除营业

执照外，还需取得商务主管部门颁发的拍卖经营

批准证书和文物部门颁发的文物拍卖许可证。“同

时在拍卖前，文物拍卖标的须经文物行政部门审

核批准方可上拍。拍卖会前，拍卖企业还应开展至

少 2天的公开预展。”

除了缺乏资质证照，一些直播间还涉嫌虚假

宣传。据张女士描述，她父亲常看的两位主播分别

自称是某博物馆馆长和某知名拍卖机构员工，还

经常发布与多个“官方”平台的合作项目。但经过

仔细核验，张女士发现这些所谓的“官方”平台均

为虚构。其父亲在直播间内实际购买的藏品和销

售链接里的内容也完全不符。

“这些主播直播经验都很丰富，他们不会亲口

承诺‘古董’的真伪，担心说得太具体会被封号。但

他们会编出各种离奇的故事，或者展示一些资料，

甚至安排员工伪装成‘托儿’在直播间里发送虚假

留言，就是为了让买家误以为这些假古董是真藏

品，诱导其下单。”夏女士说，“他们还会‘体贴’地

帮你想好后路，只要你拍下产品，就答应会高价回

收，或是承诺帮你把藏品拍卖出大价钱。其实根本

不会兑现。”

当怀疑父亲被骗时，张女士立刻向平台举报

了相关直播间，很快直播间就被封禁。“但没过

多久，我父亲又开始在其他直播间里继续买‘古

董’，一看才发现居然还是原来的主播。这些主

播告诉粉丝们，他们原先的直播间被封是因为

遭到同行嫉妒举报。主播随后又开设多个新账

号，通过其他平台联系原先的粉丝，再通过新账

号售卖。”

记者调查发现，在直播平台上，“换个马甲就

能继续忽悠”的现象非常普遍。对此，中国法学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认为，

当前平台可以对存在不当经营行为的商户进行封

禁，但却做不到精准识别这些问题商户的其他关

联账号。“尤其是粉丝体量较小的经营者，封号对

其影响十分有限。只要换个账号，经营活动就可以

重新开始。”

强监管共防范让古董骗局无处遁形

记者发现，我国各地公安部门近期查办多起

网络直播售卖假古董案件。前不久，沈阳康平县公

安局就打掉一个利用网络直播实施诈骗的犯罪团

伙。据悉，该团伙通过设计演绎在海外收购“古董”

的虚假剧情，直播诈骗圈钱，非法获利达 28万余

元。

不少受访者表示，文物艺术品直播售卖之所

以能成为一些人谋取不当利益的灰色空间，一方

面是产业发展速度过快，相关行业标准和监管制

度还未跟上，另一方面也存在监管部门和平台对

其关注不够，消费者对其了解不足等原因。

因此，在陈音江看来，平台方需更积极主动介

入文物艺术品拍卖直播的监管。“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直播中实际销售的

货品与买家买到货物不符、商家资质展示不全等

问题，已属于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

陈音江说，“若平台方能够对经营者的资质加大审

核力度，并对平台内的经营行为加强管理，其实可

以很大程度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

今年 4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国家文

物局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网络拍卖规范健康发展

的指导意见》，对如何规范网络拍卖市场秩序，促进

拍卖行业高质量发展给出了明确的行业指导。其中

不仅要求加强网络拍卖平台自治和行业自律，同时

也指出需加强网络拍卖活动的监管执法。

贺慧建议，为了让网络拍卖行业健康发展，一

方面相关主管部门、监管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切

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我们还需通过

制定文物艺术品网络拍卖标准等，细化网络拍卖

流程及相关服务要求，规范各方行为。”

一位拍卖行业的从业者表示，目前我国在网络

拍卖方面的相关标准还不完善，导致监管部门执法

时和消费者维权时往往缺少有效依据。这也是目前

文物艺术品直播拍卖乱象频发的原因之一。

同时，业内人士也呼吁，应为消费者普及文物艺

术品拍卖的专业知识。“我们希望消费者参与网络直

播文物艺术品的买卖活动是出于真正的喜爱，要谨

慎对待‘捡漏’的心理。”上海国拍副总裁裴鑫说，“文

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行情复杂，并非只涨不跌，想要

通过参与拍卖‘捡漏’获利，就极易落入不法分子的

‘陷阱’。”裴鑫告诉记者，正规的拍卖机构不会在拍

卖成交前收取委托方任何费用，同时建议消费者在

下单前尽可能在专业人士的陪同下到线下预展看看

实物，“哪怕把相关拍品的照片请当地专业机构人士

帮忙鉴定一下，都可能避开很多坑。”

此外，加强对中老年群体的陪伴和关爱，也能

帮助长者树立防骗意识。上海科技助老服务中心

主任吴含章认为，一些老年人很容易被主播或网

红的话语迷惑，难以识别网络诈骗的话术和套路。

应该帮助老年人建立防骗意识，并且要加强社会

公益力量和新闻宣传对老年人的科普教育。

据经济参考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