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芒果刚上市就滞销？
攀枝花：

拒绝为“卖惨带货”买单

进入8月，正是攀枝花凯特芒果逐
渐开始大量上市之际。

8月2日，一个名为“助农追梦”的公
众号发布信息，称攀枝花“600万斤大芒
果价格暴跌”“高温天气，无法运输，失
去商品价值”。

8月4日，认证为浙江森清科技有限
公司杭州分公司的“说声晚安”公众号，
也发布“痛心！数百万斤攀枝花凯特芒
果滞销！”的文章，内容涉及“部分芒果
烂在树上坏在家里，当地的果农十分着
急”“今年行情不好，几万斤果子现在卖
出去的没几颗”“8月正是凯特上市季
节，一般这个时候就会有外地的商人来
到当地收购芒果，可今年迟迟没有人
来”等内容。

攀枝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得知消
息后，第一时间联系公众号运营方，责
令其“删除上述悲情营销内容”，并对其
进行政策讲解、法律宣传。

8月12日下午，该局通过微信公众
号发出“小心攀枝花水果的网购消费陷
阱”消息，内容包括“选择好商家、核对
发货信息”“不迷信低价、甄别水果品
质”“谨防缺斤短两、避免购买预售水
果”等，最后还特别提醒，“拒绝为‘悲情
营销、卖惨带货’买单”。

销售情况到底如何？
阿署达村一果农

20吨芒果一天卖完

攀枝花芒果销售情况到底如何
呢？8月12日，记者在攀枝花市东区阿
署达村看到，不少果农正在忙着采摘芒
果，道路上不时有村民用农用三轮车将
芒果拉到收购点。当记者问及芒果是
否有滞销情况时，多个村民均表示“没
有听说”。

在一处芒果收购点，20多位村民正
忙着将芒果装箱，“这里的芒果都是我
家的，20吨左右。”果农夜合良告诉记

者，为尽快完成装车，他请了当地70余
人帮着采摘、装箱，“每个人一天一两百
块钱吧，装车后会卖到浙江嘉兴去。”

在“攀西芒果第一村”仁和区混撒
拉村，同样进入了晚熟芒果采摘季。
到2021年，混撒拉村芒果种植面积达
2万亩，年产芒果1.05万吨，产值7300
万元，芒果收入占村民全年收入的
90%以上。

8月8日，来自山东、上海、广州、重
庆、成都等地的9家企业，与仁和区现场
签订3.8万吨芒果集中采购协议，将仁和
芒果销往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
以及通过国际贸易企业销售至俄罗斯、
新加坡等地。

“没有滞销！”8月12日，混撒拉村党
总支书记邹胜洪十分肯定地说，现在因
为晚熟芒果成熟度还不够，只有少量在
上市，“基本上每天都有商家来收购芒
果，平均每天都有一二十吨的销量。”

攀枝花市农业农村局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攀枝花市近期已邀请湖南红
星、浙江嘉兴、广州江南、深圳鑫荣懋、
西安雨润、成都蒙阳、重庆双福等国内
知名农批中心，沃尔玛、永辉超市、家乐
福等一线商超，以及淘宝、京东、抖音、
快手等电商销售平台到攀考察，与本市
攀果公司、天府顶珍公司、攀枝花市邮
政公司等本地企业及合作社共签订20
万余吨芒果供货合同，“芒果销售的各
个渠道都是畅通的，不存在滞销的情
况。”

到底谁在“卖惨”？
一些大型团购电商
和个人带货在搞鬼

近年来，攀西地区的水果遭遇“卖
惨营销”已是屡见不鲜。早在2018年，
就曾出现“凉山50万斤苹果滞销急哭小
女孩”的消息，调查却发现视频中小女
孩家“根本没种苹果”。

去年7月，有人在短视频平台发布
视频称攀枝花芒果销售困难，记者找到
视频中的果农老陈时，他表示“都是拍
视频的人教我说的”，“产量只有2000
斤，每年都能卖完。”

“凉山樱桃遇滞销”“会理石榴滞
销”等不实消息，也都发生在2021年。
那么，到底是谁在“卖惨”？“卖惨”现象
为何屡禁不止？

“公众号上主要是一些大型团购电
商，另外也有一些个人带货的。”杨雪介
绍，通过对查到的“卖惨营销”案例进行
分析，“卖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到
当地找人配合拍摄，以“提高销量”为

“诱饵”，诱导农户“卖惨”；二是断章取
义，随便在网上找一些相关图片，搭配

“卖惨营销”“博人眼球”的文案，误导消
费者。

杨雪直言，从长远来看，“卖惨营
销”的过程中没人能获益，果农、经销
商、消费者都是受害者。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果农对于“卖
惨营销”基本上都是抵制的。去年8月，
一位当地的芒果种植户向“市长信箱”
反映“攀枝花芒果网络市场的问题”，他
在信中写道，个别主播“通过在视频中
各种说惨，再以所谓的低价售卖芒果，
从而获取盈利”，“这些行为不仅苦了当
地的果农，还扰乱了市场价格。”

“从专业的角度看，不管是无中生
有还是夸大事实，根本不能算是营销，
应该算作造谣。”攀枝花学院经济管理
学院博士、副教授赵冬阳认为，之所以
这种现象屡禁不止，是因为“违法成本
太低，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赵冬阳建议，应该通过法律手段进
行规范，从造谣或是不正当竞争的角
度，提高“卖惨营销”的违法成本；职能
部门及时通过有效宣传，压缩“卖惨营
销”生存空间；信息发布平台也应该发
挥审核功能；作为普通网友，需要提高
谣言甄别能力，多从官方渠道获取信
息，不信谣不传谣。

律师：
跨越边界

可能构成诈骗犯罪
“针对这种‘卖惨营销’的打击工

作，其实一直在持续开展。”杨雪介绍，
去年，攀枝花市市场监管局开展专项治
理，对3家外地抖音账号进行了监测，督
促下架24个涉及攀枝花芒果的不实视
频信息。与此同时，攀枝花市已与多个
网络平台建立了“特色水果网络市场监
管协查工作机制”，针对“卖惨营销”侵
扰攀枝花特色水果的行为，及时给予扣
除信用分、永久封禁账号、永久关闭电
商权限等处理。

去年9月，凉山州市场监管局等5部
门也联合开展了网络市场“卖惨营销”
等虚假助农信息专项整治。

记者梳理相关案例发现，对“卖惨
营销”的处理基本都是以辟谣、删稿，或
是封禁账号为主，其行为人却很少受到
法律的惩处。

“‘卖惨营销’如果跨越了相应边
界，极有可能构成诈骗犯罪。”四川一上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小明律师分析，如
果“卖惨”具有相应基础事实，还属于民
事上的欺诈；如果“卖惨”本身就是虚构
的事实，那么“卖惨”的实施者可能构成
违法或犯罪。但在现实中，受制于受害
人界定，或是少有受害人报案等因素，
此类事件难以追究行为人的责任。

林小明建议，商家在进行相应营销
时应实事求是，注重诚信，避免形成被
消费者抛弃的局面；对消费者来说，应
在确实有需要时根据自身的能力和需
求购买，尽量选择正规商店或渠道。

大量滞销？农民“亏得血本无归”？
攀枝花芒果又遭“卖惨营销”

记者调查发现是一些大型团购电商和个人带货在搞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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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农用农用三轮车运输芒果。

攀西经济区的水果再次遭遇“黑
手”！8月4日，一个名为“说声晚安”的
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条消息称，四川攀
枝花凯特芒果“大量滞销”，农民“亏得
血本无归”。

8月12日，攀枝花市市场监管局行
政执法监督科副科长杨雪直言，没有出
现芒果滞销的情况，这种行为就是“卖
惨营销”。

而事实上，攀西地区的果蔬遭遇
“卖惨营销”，早已不是新闻。攀枝花芒
果、凉山会理石榴、凉山盐源苹果等，都
曾有过被“卖惨”的经历。

到底是谁在“卖惨”？如此“卖惨”
伤害了谁？从8月10日开始，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走访多地，对话果农、
营销专家、律师以及相关部门，对攀西
水果遭遇“卖惨营销”事件展开调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周翼

“卖惨营销”截图。

果农夜合良（左一）家的芒果正在装箱。

攀枝花混撒拉村的芒果丰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