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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探“东北雨姐”租用小院：

人去院空，已成网友“打卡”地

疑点一：是否知道红薯粉成分问题？
红薯粉事件，让“东北雨姐”从火遍全国到虚假宣传被处罚，看似是事

件的开端，实则只是冰山一角。首先，红薯粉送检样品未检出红薯源性成
分，检出的是木薯源性成分，也就是说红薯粉里根本没有红薯。作为销售方
的“东北雨姐”，到底知不知道红薯粉成分问题？

记者10月9日来到了“东北雨姐”所在的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当时
调查组的调查正处在攻坚阶段。本溪满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胡一兵
表示：“我们去现场查验的时候就两包，都已经查扣做抽检了。一方面是检
测是否符合国家对粉条的食品安全国标的标准，另一方面是抽检红薯粉、木
薯粉的含量。抽检结果，我们向抽检样品的抽检者进行了送达。”

然而，仅凭这份报告并不能确认她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执法机关还需
要找到另一个关键证据，那就是她是否明知红薯粉成分的问题。为了搞清
真相，调查组赶赴朝阳，调取了生产厂家与“东北雨姐”方面合作的相关
资料。从朝阳带回来的证据彻底改变了“东北雨姐”的态度，也彻底改变
了调查的结论。两天后，本溪满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确认

“东北雨姐”在直播中存在“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并对其进行
了处罚。

疑点二：她的家在不在磨石峪村？
明知红薯粉不含红薯成分，却依然卖给粉丝，“东北雨姐”这一行为，

与其通过短视频精心打造的“朴实爽快、幽默诚信的农村大姐”人设反差巨
大，也由此引发了网友们的不满。

很多网友质疑“东北雨姐”并非该村村民，第二个问题：“东北雨姐”
的家到底在不在磨石峪村？短视频中“东北雨姐”主要生活在本溪满族自治
县一个叫磨石峪的小村子里，很多网友质疑“东北雨姐”并非该村村民，村
子只是其拍摄短视频的影视基地。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记者来到了磨石峪村，“雨姐”的“家”位于半山腰，尽管已经没有人
居住，但仍然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来到这里“参观”。而在当地村民看
来，这里并不是“雨姐”的家。

“就拍段子上来，平时不在这。她就不是我们这村的。徒弟哪儿的都
有，有黑龙江那边的。总有很多人过来拜师，有的收有的不收。”磨石峪村
村民这样说。

“雨姐”的徒弟们也在村里租了民房，专门用来拍摄短视频和直播。在
村民看来，这些人并不是在记录农村生活而是在表演农村生活。

疑点三：注册20多家公司有何用？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东北雨姐”夫妇名下注册了很多公司。第三个疑

点，作为网络主播，直播带货注册这么多公司又有什么作用呢？从拍视频到
直播带货，再到注册多家公司，“东北雨姐”的“商业帝国”背后有着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

通过公开的工商注册信息，记者查到“东北雨姐”夫妇实际控制的公司
有20多家。除了一个注册资金300万元的“辽宁雨姐电商直播孵化基地有限
公司”之外，大多数公司都是注册资金 10万元的小微企业。那么，直播带
货为什么要注册这么多公司呢？记者采访了曾经负责某头部主播公关业务的
业内人士，在她看来这种操作在大网红那里很常见。一名直播电商业内人士
表示：“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占每个公司的减税额，合起来的话就好弄了。”

为了活跃经济鼓励创业，从国家到各地都有很多针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
惠政策。一些大网红就通过大量的小微企业与不同厂家签订带货合同，将大
合同化整为零，从而达到避税的目的。

大网红发展积累到一定粉丝量之后，就会孵化更多新的网红，来扩大带
货量。这个时候这些注册的小公司就发挥出另外一功能：分担风险。

专家解读：

主播带货频“翻车”，根源在哪里？
网络主播售假问题为何频繁发生？专家认为，根本原因在于，现行法律

对于直播带货这种新型商业模式的规定不够明晰。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表示：直播间里的

宣传是宣传还是广告，并没有明确认定。
专家还认为，网络主播的身份在广告代言人与销售者之间模糊不清，导

致责任难以划分。另外，头部主播的巨大流量和带货效应让他们在商业中占
据重要位置，一旦出现售假，涉及的范围更广，危害性也较大，更需要进一
步规范。

具有大量流量的网红、明星要不要承担特殊的责任？实际上网红和明星
就应当承担跟他的流量、影响相匹配的责任，但是现在法律上并没有专门去
规定粉丝、流量达到多少就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专家提出，将来对于这类大流量的网络主播，在责任设定上要进行合理
规范。对于直播平台来说，不能仅在问题曝光后才进行处理，而要从根源上
对头部主播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和约束。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注册20多家公司有何用？

三问揭开“东北雨姐”直播背后的真相

“东北雨姐”本名常小雨，
被网友称为“战狼版”李子柒，
其视频充满东北地方特色和个
人鲜明风格。截至目前，“东
北雨姐”在某视频平台上粉丝
超过2200万。

此次风波后，有不少网友
发现“东北雨姐”曾经用来拍
摄视频的小院已经空无一
人。界面新闻记者来到辽宁
省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走
访多处与雨姐相关的场所，包
括其视频中出现的地点，以及
“东北雨姐”在小市镇的公司，
发现均门窗紧闭。位于本溪
县磨石峪村的小院，还能看到
之前团队拍摄与生活的痕迹，
现在已成一处“打卡”地点，每
天都有许多网友隔着紧锁的
院门拍照。有居住在周围的
村民称，这对他们的日常生活
已造成困扰。据澎湃新闻图一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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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东北雨姐”视频截图
图二：磨石峪村，村口外的小卖店
图三：“东北雨姐”小院中的狗
图四：“东北雨姐”租用的小院，上锁的门

【新闻多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