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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的剧集已经观看了。”在
与相关平台及小程序的客服沟通退
款时，方灿多半会得到这样的答复。

“人家说得也没错，的确是看
了。回复的是其中几个充值数额比
较大的平台。”方灿告诉记者，由于
父亲所充值的短剧平台有上百个，
且不少支出数额只有几百元甚至几
十元，“连和平台沟通都难”。

记者注意到，在各个平台的充
值页面，均表明“未满18周岁的未成
年人应在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监护、指
导、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相关操作”，而
对于老年群体则无相关规定。

“这也是客服不退款的原因，我
父亲确实是成年人，每一笔钱也是
他自己付出去的。”方灿说。

林涵同样面临这样的难题。“账
户没钱了没办法充值，但是短剧还
是戒不掉。”林涵说，与外婆同龄的
好友也会在群聊里转发各种各样的
短剧节选，一不小心就又会点入短
剧小程序里观看。

无奈之下，林涵和方灿都选择
将老人的手机设置成青少年模式，
以限制消费额度。“青少年模式确实
能够禁用一些小程序，但我爸毕竟
是个成年人，有些手机功能还是要
用的。”方灿觉得，用青少年模式来
帮父亲戒掉短剧只是权宜之计，希
望平台能够有更适合老人的防沉迷
系统和支付模式。

在采访中，不少从业者和受访
群众也表示，中老年短剧本身是值

得肯定的内容形态，老年人在合理
的范围内花些钱，能够怡情，未尝不
可，但要适度。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
院法律系主任郑宁建议，短剧小程
序和平台应统一收费模式，强化告
知义务，落实明码标价，优化自动续
费机制，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
交易权和自主选择权。

她提出，针对因老年人过度付
费所产生的系列问题，应进一步推
动行业收费的透明化。具体而言，
要求从业企业向消费者公示某部短
剧完整观看所可能产生的最高费
用、禁止通过不合理分拆或小程序
多级跳转等方式进行重复收费等。

来源：法治日报

合理设置付费上限 保障老人合法权益

机构声称“全程代办”
“花钱保过”

2023 年 3月，高业伟在百度上
搜索“职称评审”，找到了北京一家
号称有6年评审经验的教育咨询机
构。平时工作忙着跑工地，没有时
间准备申报材料，高业伟决定花钱
代评，“省事、省心”。

直到同年 8 月底，高业伟也没
查到自己的申报材料。该机构表示
评审未过，可以走专属渠道，还要支
付6000元“打点”费用。高业伟一

气之下申请退款，该机构表示已签
署协议，只能退回四成费用。

记者打开多家社交媒体和搜索
引擎，搜索“职称”发现大量的代办
机构信息。“不过包退、各学历均可，
中级职称证8000元”“正规渠道、走
捷径拿正高，事业单位勿扰”“代评
快至两个月，分阶段付款，全程协议
保障”……这些机构声称，只需留下
联系方式和申报信息，即可帮助整
理材料、提交申报。

还有一些账号发布视频，宣称
可以免费指导职称评审。记者注意
到，这些视频的评论区中，不乏“保

过，有意私聊”“专属通道，不过保
退”的“营销推介”。

记者咨询人社部门相关工作人
员，被告知职称申报评审有着规范
程序。在职工作人员只能通过单位
的账号进行申报，申报人所在工作
单位应当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按
照职称评审管理权限逐级上报。自
由职业者申报职称评审，可以由人
事代理机构等履行审核、公示、推荐
等程序，“代理机构只能报送档案在
该机构的人员的职称材料”。

“所谓的‘全程代评’‘全程代
办’是弄虚作假，更不用说‘花钱保
过’，显然违背职称评审相关规定。”
这位工作人员介绍，职称不能去外
地其他企业参评，宣称跨地区申报
职称的情况也是不可信的。

发现被骗后退费无门
今年开始，高业伟认真整理材

料。待单位职称评审通知一发，他
就提交上去。他期待能顺利通过。

而在辽宁省一家交通运输企业
从事交通通信相关工作的陈菲贝，5
年内连续 2 次申报副高级职称未
过。结果公示后，拟通过名单公示

中排名在她后面的两人都通过了。
为何会落选，她摸不着头脑。情急
之下，今年陈菲贝寻找代办机构。

2023年5月，林颖花费2800元
委托一家教育科技公司代办职称。

“交钱之后，我有点后悔，但是客服
不予处理，也不退款。”林颖找到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被告知只能组织
双方协商。若有违法行为，可将此
案移交公安机关。随后，林颖又找
到人社部门，被告知没有执法权。
无奈下，她只能投诉到一家大型消
费者投诉平台，目前仍未获解决。

记者在该平台以“职称评审”为
关键词搜索，发现有 1000 多条投
诉，浏览后发现，多涉及“评审未过，
不予退费”，还有的投诉者提到“虚
假宣传，完全没申报”“关店失联、卷
款跑路”等。

构建更加科学的职称
评价体系

人社部前不久印发的《职称评
审管理暂行规定》指出，提供虚假材
料取得的职称会被撤销，并记入职
称评审诚信档案库，纳入全国信用

信息共享平台，记录期限为3年。
“申报人通过代评机构购买虚

假材料申报职称，本身也面临严重
的法律后果。”辽宁省劳动人事争议
研究会法律专家孟宇平认为，对于
扰乱职称评审的非法机构、人员要
严格查处。还要加强对评审职称者
的教育，不能企图通过购买职称代
评服务，靠伪造、包装材料评聘职
称，以防掉进虚假代评代办的陷阱。

孟宇平建议，若发现有中介机
构和个人散播可“保过”代办职称申
报评审等不实信息的，可及时向相
关部门举报。对虚假宣传，可向网
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对退费
纠纷，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解决；
对诈骗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

“根据各行各业的实际情况，构
建更加科学、透明、多元化的职称评
价体系，才是更为现实的选择。”辽
宁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王磊说。净化职称评审环境需要采
取综合措施，完善职称评审制度。
例如，加强对评委的培训和考核、优
化评审中的监督机制、加大对违规
行为惩罚力度。（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来源：工人日报

“父亲刷短剧刷爆了他的银行卡”
记者调查短剧“围猎”银发群体现象

人社部门：职称申报评审“全程代评代办”涉嫌弄虚作假

短剧之风，卷至银发赛道。
近两个月，中老年剧在短剧榜单中纷纷屠榜：WETRUE短剧

热度榜中，《闪婚老伴是豪门》上线后连续五日霸榜第一，抖音话
题量已超23亿；《闪婚五十岁》《老炮儿之上阵父子兵》的抖音话
题量也分别达6亿、3亿左右。

中老年题材的爆火，转变了短剧行业的业内观念：小鲜肉变
成“老霸总”，同样能成为“流量密码”。

专家指出，部分小程序短剧“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令不少消
费者尤其是互联网知识不健全、网络消费辨识能力弱的老年群体
深陷其中，在“9.9元买不了吃亏”的洗脑式营销中，最终花费若干
个9.9元。规范微短剧市场秩序、打击诱导消费陷阱、及时下架违
规内容，仍需监管部门久久为功，更需各视频平台压实主体责任。

“ 拜见董事长！”一群职员齐
刷刷地朝着一位穿着维修工服
的中年男子（实际身份是集团董
事长）鞠躬。为了给自己的二婚
老伴解围，他亮明了身份，一旁
刁难老伴的“恶女人”得知自己
欺负的是董事长太太，震惊得一
头栽在了地上……

这是林涵外婆最近正在看的
“老年霸总”短剧，讲述了作为集
团总裁的50岁男主角与45岁女
主角闪婚后的爱情故事。林涵
觉得这部剧的剧情“很无脑”，看
了不到一集就选择退出播放，但
外婆却认认真真追完了整部剧。

杨华是某一线城市大学的一
名老师，今年刚退休。近段时
间，她也迷上了这部短剧。“女主
角年轻时没能穿上婚纱，人到中
年再次踏入婚姻殿堂时穿上
了。我也有相似的遗憾，这份遗
憾在剧中得到了满足。”

“贴近中老年人生活的情节
足以吸引这些观众。”在北京从
事短视频编导工作的刘壮以该
剧为例分析道，剧集使用“隐藏
身份”作为关键矛盾点，男主角
先后假扮出租车司机和董事长
司机，在95集的体量中，男主角
的身份直到近90集才被女主角
知晓。为了“先惨后爽”，剧情无
需讲求逻辑，如女主角身为男主
角公司的大堂经理，却不知道老
板的长相，男主角公司的高管也
不认识自己的董事长等。

林涵注意到，现在的短剧的
确有了更多“适老化”的题材。
一集大概3分钟，但剧情非常拖
沓，大多有七八十集，有很多反
转。这些剧情大多只是遵循一些
诸如“婆媳矛盾”“儿女不孝”“失
散认亲”“老年霸总相亲”等重生、
反转的“烂套路”，但这却正对了
外婆的胃口，从早上起床甚至躺
床上就拿起手机开始刷短剧。

“外婆年纪大了，对于社交软
件上的关注、收藏等功能并不是
很熟练，她可能无意间点了一部
短剧，此后就经常收到各种短剧
的推送。”林涵觉得，外婆的社交
软件像是被短剧“围猎”了，而外
婆也心甘情愿地沉迷在“换汤不
换药”的短剧中，坐着、躺着都要
拿起手机看，一看就是连续好几
个小时不休息。

方灿则这样形容沉迷短剧的
父亲——“退休在家无聊，每天
就 刷 视 频 ，一 个 个 平 台 换 着
刷”。方灿介绍，父亲原本只在
一个短视频平台上看短剧，这个
平台会推荐不同的短剧，看了几
集后，就会跳出一些短剧平台的
链接，然后让父亲下载或是转到
另一个社交平台的小程序上
看。如今，父亲的手机上布满了
各种软件。

“我爸本来就有老花眼，加上
手机屏幕小，字幕也小，他每天连
续盯着看好几个小时，估计老花
眼度数也加深了不少。”方灿说。

短剧提升曝光量的关键在于投
流，而投流能提升付费率的核心则
在“钩子”，也就是剧情剪辑出的短
视频投放素材。

“这是大部分短剧中都有‘打
脸’情节的原因——这类情节先把
惨点、虐点‘拉满’，调动观众情绪，
为后续剧情制造情绪落差，先抑后
扬。”刘壮举例，比如某部短剧中的
试婚纱情节，有店员、店长指责男女
主角“不配”，又有女主角的同学以
高管夫人身份形成对比，然后再由
级别更高的经理站出来替男主角

“打脸”这些“反派”。这一情节也成
为该短剧投流的重要“钩子”，在不
少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平台上都能见
到。

“父亲刷短剧刷爆了他的银行
卡。”方灿回忆道，一开始，她以为父
亲顶多花几十元看短剧，直到有一
次父亲说自己的银行账户里没钱
了，方灿这才去查看父亲的消费记
录，密密麻麻全是短剧充值记录，几
乎每笔都是 39.9 元。她赶紧往下
翻，发现父亲从去年年初开始充值，
最多一个月花了3500多元，一年半
内充值累计达3.9万余元。

父亲看到账单后同样不敢相
信，自己日常的小额支出竟累加到

了数万元。“他告诉我，自己平时一
集一集充值解锁，后来程序上给他
推了一次解锁全集、一次解锁全站
短剧1天等充值选项，宣称这样更优
惠，他听信后就一次性充值了。”方
灿介绍，后来，当父亲浏览其他程序
时也会“如法炮制”地按照推荐选择
相应数额的充值服务，“他说自己就
是不断地解锁新剧情，因为实在太
想看后面的反转了，欲罢不能，而且
觉得每次真没花多少钱”。

部分商家“精准收割”的乱象也
由此浮现。方灿注意到，一些短剧
以低价吸引用户付款，在对方支付
时默认勾选续费选项，使用户在观
看时自动续费，且后续剧集均以原
价扣费；或者设置多种付费选项，混
淆单集、全剧、平台的概念，“对于一
些老人来说，根本无法清晰计算自
己追剧所花费的金额”。

记者点开某短视频平台搜索
“短剧”，便有分属于不同短剧小程
序的短剧弹出。记者随机点开几部
短剧发现，若要观看全集，则需要转
跳到短剧所属的平台小程序中。看
完几集后，便会弹出“充值解锁剧
情”的提醒。在其中一款短剧小程
序中，“新人”可享受诸多福利，仅1
元即可解锁新剧试看，同时也有“限

时优惠”，即9.9元便可以观看全集、
19.9 元可享“全站短剧免费看一
天”、39.9元可享7天免费看等。当

“新人”身份不再，用户就需要支付
原价，即49.9元3天会员以及69.9元
7天会员。

发现外婆花了不少钱看短剧
后，林涵曾试图捋清这些小程序的
充值规则以便向外婆解释，但她发
现不同小程序有不同的定价和充值
规则。

“这些小程序会推出各种充值
会员活动，不同小程序的规则、价格
都是不一样的。很多平台也会有整
剧购买、单集购买的选项，但怎么整
剧购买算优惠价，单集购买一集是
多少钱，这些都很难搞清楚，甚至同
一平台不同短剧收费都有差异。”

方灿在给父亲梳理账单时也发
现，父亲同样被这样的规则“蒙在鼓
里”。“有很多短剧可能是他无意间
买了全集的，不少都没有看完。”方
灿发现，父亲曾经购买过某观看平
台的“永久会员”，但当方灿查找该
小程序时，却发现该小程序已经注
销。他不懂其中的规则，什么选项
让他方便继续长时间看下去，他就
充钱，他认为一次花的也不多，结果
越充越多。

狗血剧情先惨后爽 情感共鸣让人上头

短剧小程序套路多 老人容易受骗充值

近年来，市场上出现不少宣扬“专属通道，不过保退”“破格申报、保
通过”的职称代办机构。人社部门工作人员指出，职称申报评审有着规
范程序，所谓的“全程代评”“全程代办”涉嫌弄虚作假。

“职称代评需要吗？”“发论文需要吗？”前不久，一年一度的职称申
报开始后，从事工程监理工作的高业伟接到的职称代办推销电话就没
断过。事情的起源是，他曾在一家教育培训机构花8000元代评副高级
职称，并留了电话号码。最终，高业伟的职称没评上，机构只退其3200
元。职称是专业技术从业人员专业素养、工作实绩、学识水平的评价和
认定，也是工资调增、职务提升的重要依据。近年来，市场上出现不少
职称代办机构。一些人因想“走捷径”，成了被坑骗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