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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寄出特产后就被拉黑

中国 广角 2023.8.29 星期二
版15责编 孙洁 吴丽敏 实习编辑 宋丽娟 联系电话：8222133

几百元特产换回3元包邮辣条
“互换特产”是社交新模式还是网络新骗局

“互换特产”，即陌生网友口头约定，互寄家乡特产。近
期，“互换特产”在各社交平台流行起来，成为陌生人之间的
一种线上社交的新模式、新风潮。不少网友晒出了成功案
例，表示既品尝了各地美食，也感受到了来自陌生人的真
诚，但也有网友曝出自己的受骗经历。有律师表示，交换中
某一方行为人对多人实施了同样的欺骗行为，且达到了“金
额较大”的程度，可能涉嫌诈骗罪。

那么，在“互换特产”时该如何“避坑”，一旦
被骗又该如何维权呢？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付建律师对记者称，在
“互换特产”中，双方交换虽属于个人行为，但某
一方行为人对多人实施了同样的欺骗行为，且达
到了“金额较大”的程度，此举可能涉嫌诈骗罪，
金额达到一定标准或是出了食品安全问题，还可
能涉嫌其他的刑事犯罪。

付建分析称，在“互换特产”中，若被骗标的
额较小，当事人可与对方沟通，要求其履行交换
约定或者赔偿损失；沟通无果，可以向当地消费
者协会或者相关监管部门投诉，要求其介入调查
并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投诉无果，可以考虑
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对方的责任，提起民事诉讼要
求赔偿损失。

付建表示，在“互换特产”过程中，一方行为
人存在主观恶意，收到特产后立即拉黑删除，以
不法占有为目的行为在民事上可能构成欺诈，需
要承担退还货物或者赔偿的法律责任。对于金
额较大的，受害者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例如上
述网友若被赵某先后多次以相同手段骗取特产，
且价值超过 3000元属实，即可达到刑事案件立案
标准，受骗当事人可以一同报案，合并处理。

付律师建议，在邮寄特产前，应仔细辨别对
方的账号信息，以确认彼此的真实身份。提前做
好相关约定，例如约定好总体价格，避免双方差
距过大。购买特产时可互发图片和视频，互留快
递单号，作为凭据。邮寄快递后实时关注物流信
息，发现被骗及时追讨。

四川雄谟律师事务所袁野律师对此建议，网
友可以选择一些有信誉、经过验证的特产交换平
台进行互换。邮寄食品时要注意食品的质量和
安全性，互换双方要对产品进行检验，以确保符
合安全标准。另外，在交换特产时，要注意保护
个人隐私，尽量隐藏个人住所等信息，避免被不
法分子利用。

据央视网 极目新闻 封面新闻

周小青家住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今
年 8月初，她在某短视频平台评论区看
到一位四川网友想吃内蒙古的奶皮子，
一时兴起便有了“互换特产”的想法。
通过私信，双方互留了邮寄地址和联系
方式，之后便各自开始准备家乡特产。

周小青为这位素未谋面的四川网
友准备了内蒙古的奶皮子、风干牛肉、
鲜奶果酥礼包、纯牛奶做的牛奶条、手
工奶疙瘩、牛奶棒、牛奶饼干、炒米等

17 种特产，“装了满满一箱，一共花了
五六百元。”

二人当时并没有特意约定要寄价
值多少钱的特产，都是各凭心意。周小
青说，这位四川网友只给她寄来了一条
腊肉和一根腊肠，对方的心意有点未达
到自己的心理预期。

虽说第一次与陌生人“互换特产”
的经历让周小青有点失望，但这并没有
影响她在“互换特产”的路上狂奔。粗

略计算，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她已经
和北京、福建、上海等地的网友互换了
十次家乡特产。她很享受“互换特产”
的过程，“每次都像开盲盒一样。”

与周小青相似，来自新疆乌鲁木齐
的王鱼也有多次与陌生网友“互换特
产”的经历。与周小青不同，王鱼给自
己制定了一个小目标，要与全国每个省
份的网友互换一次，集齐全国特产。

今年 8月中旬，张艺在某社交平台
刷短视频时看到有博主称自己因“互换
特产”被骗，她在该视频下评论称自己

“愿意真心交换”。之后，便有一名自称
是陕西泾阳县的网友赵某私信她，表示
愿意与她交换，双方约定互寄特产的价
值在 300元到 400元之间。

张艺便开始学习购买成都特产的
攻略，然后到超市、零食店、特产店挑选
生鲜，腊肉、香肠、脆皮肠、腊排骨等。
她给赵某连续发了两次快递，分别是生
鲜和特产，总共花费了几百元。对方则

承诺给她邮寄擀面皮等特产。
快递寄出几天后，张艺询问赵某给

她邮寄快递的单号，却发现自己被对方
拉黑，“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之前博主说

‘互换特产’被骗是真的。”
广东潮汕网友李欣得知张艺的遭

遇和自己类似。她称，她也收到赵某的
私信，达成交换意愿，便准备了牛筋丸、
牛肉丸等特产，对方同样称将邮寄擀面
皮。后来，自己多次询问对方快递发出
情况，对方以忙为由称改天邮寄。几天
后，李欣发现自己已经被对方拉黑。据

了解，先后有 7 名网友疑似被赵某“空
手套白狼”，他们便组建了一个微信群
进行交流，发现经历相似。

山东青岛网友王晓称，在自己快递
发出前，赵某在私信聊天时详细介绍当
地特产，言语真诚，热情友好。赵某可
能看到了不少网友公开声讨在“互换特
产”中被骗的行为，便主动发了货。但
她给赵某寄了几百元的特产，自己却只
收到对方寄的 3.99 元包邮的辣条和网
购的擀面皮。

幻想月赚一两万 他们却遭遇电棍水牢

“网上说的招聘，活也不是很
累，一个月赚个一两万块钱，我说那
可以。”“他跟我说是游戏客服，一个
月能挣好几万。我当时就被诱惑住
了。”门槛低、赚得多、来钱快，有人
被一系列“诱人条件”吸引，偷渡后
期待“一夜暴富”，殊不知等来的却
是诈骗公司里暗无天日的绑架。近
日，公安部门陆续公布受害者案例，
不少冒险逃回的亲历者，也用各种
方式讲出了在缅甸的遭遇。

2020 年 10 月，张某被网上的高
薪招聘信息诱导来到缅北，期待“一
个月赚一两万”的他很快就发现情
况不对。缅北当地武装军拿刀、枪，
挟持他上车并被安排在位于缅北某
开发区的“公司”。无奈，他只得按

照要求，通过社交软件添加女性好
友，等熟络之后以“介绍投资平台”
为由实施诈骗。

“我就跟着话术本上聊，加那些
30 岁左右的女性，介绍投资平台。
假如今天他要求你加三个人，你没
有完成任务，他就把你拉到小黑屋
里，拿电棍、枪托打你。”张某曾尝试
过逃跑，但先后 3 次逃跑均被抓回，
轻则一顿毒打，重则在“公司”门口
罚跪几天几夜。但张某没有放弃，
在一次机缘巧合下，张某逃到中缅
边境口岸，向中国警方投案自首，最
终逃离苦海。

赵某也有着类似遭遇。被“高
薪工作”诱骗至境外后，他被接应人
员带至一个偏远的地方，“门口有当

兵的拿着枪支”。后来，他和其他人
被带至后山“看活埋人”，并被警告

“如果你们不好好表现，那么下一个
就是你”。

“第二天叫我上班进行诈骗，我
说我没有文化，很多字我都认不得，
便将我关到了地下水牢。”赵某一天
的食物只有一个饼，吃睡如厕都只
能在黑暗的水牢里度过。

由于文化程度低，又没有支付
赎金的能力，赵某失去了利用价值，
随即被卖到了另一家公司，处境也
从水牢转到了监狱里。被关的十多
天里，一位同样被拐至此的商人同
情他的遭遇，在赎出自己的同时赎
出了赵某，赵某才回到国内。

据央视

为恢复聊天记录 男子被骗9000元红包

微信聊天记录不慎删除，如何找
回？广东佛山南海西樵的李先生尝
试各种办法后仍无法恢复，尝试打开
某购物软件，发现竟有“恢复聊天记
录服务”，殊不知等待他的不是能帮
他找回聊天记录，而是诈骗陷阱。

近日，李先生用手机时不小心
卸载了微信，导致整个微信的聊天
记录都被清除了，许多客户信息和
买卖信息因没有备份留存而找不
回，这对经营线上店铺的李先生来
说损失惨重。李先生无奈打开某购

物软件，输入“聊天记录”的关键词
后，一家标榜“有‘黑科技’快速恢复
聊天记录”的网店出现。“客服”告诉
李先生只需花费 460元购买软件费，
便可以恢复聊天记录。随后，“客
服”让李先生扫码进入一聊天群。

李先生发了 2 个红包共 460 元
后，对方便发来二维码让李先生下
载软件。但李先生登录该软件时，
却发现需要再花钱购买激活码。考
虑到已经支付了软件费，当被告知
这笔激活费是可以退还后，李先生

二话不说又在群里发了 5 个红包共
1500 余元。接下来，李先生顺利登
录软件，但系统还是无法正常使用，
这时“客服”又让李先生支付共计
7000 余元的“协议金”，也承诺只要
没违反使用协议便 2 小时内退款。
李先生只好又发了 26 个红包到群
上，红包均被秒抢而空。之后，对方
却又让李先生签署租用协议并交租
金 5000 元，李先生这才发现被骗并
报案。

据广州日报

8 月 28 日，参观者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参观
室内景观区“畅园”。

伴随暑期博物馆热持续升温，北京部分博
物馆从 8 月 18 日至 8 月 31 日取消周一闭馆，每
天对观众开放。

新华社 发

周一走进博物馆

有人想互换集齐全国特产

互换特产时坑蒙网友或涉嫌诈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