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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消费近18万元
支付流水涉及多个收款主体

2024年4月，成都市消委会收到李
女士对某足浴店的投诉。

李女士称，自己在某足浴店购买
“扶阳灸”“补五脏”“提气”等养生项目
及高价仪器，两年间累计消费近18万
元。为支付高昂的费用，她还办理了信
用卡贷款，每月偿还1700元。

2024年初，当李女士因身体未见改
善，提出停止消费时，老板却拿出《店铺
转让合同》，以“不承担前任经济纠纷”
为由，仅同意退还其接手后的9735元。

原来，在李女士消费期间，该足浴
店存在多任经营者。李女士的支付流
水涉及多个收款主体，包括被投诉的足

浴店、某健康管理公司、某保健服务部
及店方员工个人账户等。

多部门介入处理
现任经营者最终认了“旧账”

在接到李女士的投诉后，成都市消
委会进行了调查，发现该足浴店的转让
合同主体与工商登记信息不符，初步认
定存在“违法转店”规避责任的嫌疑。

2024年7月8日，成都市消委会将线
索移交市场监管部门，并委托公益律师
支持李女士提起诉讼，将包括店方及其
现任经营者在内的多个主体共同列为
被告。

市场监管部门调查确认，收款方中
的足浴店以及某健康管理公司有一定
关系，该健康管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正是足浴店的第一任经营者。
2025年1月7日，龙泉驿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此案。尽管店铺转让程序合
法，但法院明确“现任经营者不能完全
割裂与原经营者的法律责任”。经法官
释法及多轮调解，现任经营者最终同意
退还李女士63500元服务费，双方达成
一致，现场签订了调解协议书。

此外，该足浴店因未及时整改店内
违规广告，市场监管部门已依法对其进
行行政处罚。

消委会观点：
商家转让协议对消费者无效

成都市消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因
转店、闭店或变更经营地址等引发消费
纠纷的投诉近年呈明显上升趋势。这

类投诉主要有两种情况：有些经营者转
让之前并未依法告知消费者，接手经营
者依据与转让经营者所签协议约定不
履行相关责任义务，转店后消费者往往
只能继续消费而不能解除合同并退费；
有些经营者在转让过程中，不同经营主
体名称混淆，宣传时不作区分，但在应
对消费者投诉时采取分离策略，致使消
费者在后期维权时难度增大。

“店铺转让过程中，无论是原经营
者还是现经营者，都有对预付费消费者
的告知义务。”该负责人介绍，《转让协
议》仅仅是经营者内部约定，没有对债
权债务进行妥善处置，对消费者无效。
以一纸转让合同推脱责任，不理“旧账”
是行不通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冰清

女子买近18万元养生项目却因“店铺转让”退款无门
经法院多轮调解，现任经营者同意退还消费者63500元服务费

花18万元做养生项目，没有效果不说，还背上了贷款，每月需要偿还1700
元。消费者要求退款，却被老板以“不承担前任经济纠纷”为由拒绝。

3月12日，成都市消委会发布了这样一起因转店引发的消费纠纷。

近日，一男子自称“在太原省级机
关工作、年收入大概35万元到40万元”
的相亲视频引发热议。该视频发布者
为“太原青柚街坊”，但同样的视频，出
现在另外一个名为“成都优圈恋爱”的
账号中。两段视频均为同一男子、同一
场景，只是工作、定居地址不同。目前，
这两段视频已删除，平台也对账号进行
了“禁止投稿、评论30天”的处置。

3月11日和12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调查走访发现，涉事账号所发
布的相亲内容大多是人为造假，主要目
的是利用视频诱导他人加入粉丝群。
而在这类视频背后，存在一个利用虚假
人设摆拍相亲内容的团伙。

3月13日，成都警方发布通报称，上
述相亲视频系摆拍，涉案6人已被警方行
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视频被查
男子身份和收入均为虚构
这段视频的内容主要是一段街头

相亲场景。视频中，一名身穿夹克的男
子，面对街头采访，自称在山西太原“省
级机关工作”“正科级，年收入大概35万
元到40万元”。视频下方，不少网友发
出质疑，“省级机关上班工资真有这么
高？”“公务员工资有严格标准，太原本
地每月几千元，加上福利那些，一年也
达不到这么多吧？”

据新京报报道，针对该男子自称在
“省级机关工作”，太原警方经缜密工
作，发现上述视频系虚构摆拍。同时，
太原和成都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

太原市委网信办回复媒体称，经核
实，该视频内容存在虚假摆拍行为，涉
嫌发布不实信息。据调查，视频中的男
子并非太原省级机关的正科级干部，其
身份和收入情况均为虚构。视频拍摄
地非山西本地，“相关公司通过支付劳
动报酬的方式，安排被采访者按照公司
提供的文案进行摆拍，刻意制造虚假信
息以吸引流量，误导公众。目前相关平
台对相关账号进行相应处罚。”

而据@抖音黑板报发布的消息称：
涉事账号“太原青柚街访”“成都优圈恋

爱”相关视频内容属人为造假，并利用
视频诱导他人加入粉丝群。目前，平台
已对账号进行“禁止投稿、评论30天”的
处置。后续如继续违规，将升级处罚。

摆拍乱象
同类相亲视频被复制搬运
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视频在短视

频平台大量涌现，内容多数为相亲的街
访视频。

在一个名为“成都青优街坊”的账
号发布的视频中，自称29岁、从事光伏
工作的张小姐面对镜头侃侃而谈：“我
年收入30万元到40万元，父亲经商母亲
从医，有房即可结婚，不需要彩礼。”该
视频获赞超8000次。在另一个账号中，
25岁的王女士表示自己是总裁助理，月
收入1万多元，不在乎男方家境。该视
频获赞超3000次。但记者追踪发现，同
一女子在同一场景，以几乎一致的话术
出现在四川成都、浙江杭州、山西太原
等多个城市的婚恋账号中。

在视频评论区，网友留言称“这个
月刷到同一个人换了三个城市相亲”，
还有人调侃“说的比唱的好听”“只听过
这么好的，没见过这么好的”，更有网友
直接指出“不可能，她说的是台词”。显
然，对于这类夸大其词的相亲视频，网
友们并不买账。

记者查询发现，该类视频发布的内
容高度重复，同一人物以相同的身份频
繁出现在不同城市的相亲视频中；话术
极具套路化，通常包含“收入优越、家庭
背景良好、不重物质”等固定要素。为
了规避检查，视频还会通过镜像翻转、
片段截取、变声处理等手段进行伪装。

目前，在社交平台上，部分粉丝量
破万的婚恋账号已设置为隐私账号，只
允许粉丝查看。

幕后揭秘
公司拍摄视频仅花费300元

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南站地
区派出所办案民警刘毅介绍，此次引发
争议的视频拍摄于今年2月下旬，“主
角”李某在某正规企业工作，以前也拍
过类似引流视频。拍摄当天，公司负责
人刘某溪见李某气质更符合公务员的
身份，临时将其人设从“工程师”改为

“省级机关工作人员”，并携同公司摄影
师李某罡，三人在某公园相亲角完成拍
摄。拍摄过程中，李某按要求录制了

“我是成都的”“我是太原的”“我是武汉
的”三个地方的开头。拍摄完成后，公
司支付经纪人300元报酬，经纪人随后
给李某支付了240元。拍摄素材交由该
公司三名剪辑师剪辑，剪辑后的视频分
别以成都和太原的IP地址发布到社交平
台，以吸引不同地区的用户关注。

3月13日，武侯公安发布通报称：经
依法调查，该视频系外省某“恋爱科技”
有限公司为实施网络引流牟利，通过虚
构事实、招募人员、编造身份信息等手
段策划制作的虚假内容。该公司法定
代表人刘某溪（男，28岁）组织编写虚假
剧本，招募李某（男，37岁，某公司职
员）并支付报酬让其扮演虚构角色，指
使员工李某罡（男，26岁）、严某（男，24
岁）、徐某兴（男，24岁）、张某（男，28岁）
等人进行视频摆拍及后期制作后发布
上网。涉案人员以向某婚恋平台引流
客户获取返点提成为目的，刻意编造国
家工作人员身份、居住地址、收入水平，
严重误导公众认知，造成不良社会影
响，其行为已构成虚构事实，扰乱公共
秩序。

目前，公安机关分别对刘某溪处以
行政拘留10日，李某罡行政拘留7日，严
某、徐某兴、张某及李某行政拘留5日的
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
实习生 姚媛媛

视频“主角”李某接受警方调查。武侯公安供图

涉案账号发布的相亲视频。
视频截图

摆拍虚假相亲视频 6人被警方行政拘留
涉事账号已被处理，多个相亲视频内容属人为造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