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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旧的房屋，昏暗的灯光，老
人和小女孩在火塘边吃饭，身边杂
物堆积，主播指着低矮的小屋说，

“这是祖孙两人居住的地方……”
类似场景，是自媒体博主“云南波
波”（曾用名：波波善行）的常见视
频“画风”。不少网友在看过相关
内容后直呼“太心酸”，并表示想资
助这些家庭。

然而，近日封面新闻记者在
实地探访后，却发现了这位“慈善
博主”的另一面：当地多名村民确
认，此博主的多条视频内容都是

“导演”的。比如，他曾自称“资
助”一名老人 3000 元，但视频拍
完后，又收回了 2800 元；村民肖
婆婆明明住在干净明亮的房子
里，可博主却要拍她在不住人的
生产用房中“假装艰难生活”的样
子，旁边还有一位“借来”的“可怜
孙女”……

无疑，这又是一些套路满满的
虚假“卖惨”视频。剖析这位主播
的做法，也不难发现其中的“精明”
之处：把大凉山作为“取景地”，迎
合着人们对偏远山区的苦难化想
象；以老弱病残等群体为重点“展
示”对象，能天然地激发人们的悲
悯之心；精心炮制的“悲惨身世”

“无法上学”“孤苦无依的生存状
况”等苦情戏码，也如一层层不断
叠加的“催泪buff”，精准戳中观众
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此时，所谓的“慈善博主”再及
时现身，假装行善，自然就很容易
收获一波好感。等自己的“正能
量”人设立起来了，流量吸引得差
不多了，便可以通过直播打赏、带
货等形式将人们的善心“变现”。
满眼望去，全是无底线的算计、戏
弄与欺骗。这种把慈善当生意的

“小算盘”打得越精明，就越令人心
寒与愤怒。

如此恶意透支社会善意，不
仅有违最基本的道德观念，也会
造成一系列不容忽视的负面影
响。首先，它对网友和被拍摄者
造成了双重伤害。毕竟，没有人
希望自己的善心被愚弄，也没有
人希望自己不经意间成为被他

人“操纵”的“工具人”。不管是
表演“发钱”，还是忽悠山村孩子
讲述虚假的失学故事，本身就是
赤裸裸的欺骗行为，是把消费他
人的苦难当作为自己牟利的工
具。

在短视频平台上，类似的摆
拍卖惨视频变多后，也会抬高社
会信任的成本，让人们看到“苦难
故事”时的警惕性越来越高，献爱
心时的顾虑越来越多。不少网友
就无奈地表示：现在看到类似视
频，第一反应不是感动，而是质
疑，行动的门槛无形间变高了。
更可怕的是，正是因为这些视频
经过精心炮制，戏剧性强，“悲惨
浓度”较高，更容易争取到人们的
关注。相较而言，那些反映现实
困境的真实求助视频，却因看起
来不够“惨”而被淹没和遮蔽了。
在慈善领域，这种畸形的“通货膨
胀”百害而无一利。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大凉
山似乎成为很多摆拍卖惨视频的

“取景地”。早在 2016 年，就有网
络主播在大凉山做公益时“表演发
钱”，直播结束后就收回“善款”；
2022年，又有自媒体博主发布“凉
山15岁女孩每晚捡瓶子卖钱交学
费”的视频，此后被发现捡垃圾挣
学费等情况均不属实，属编造虚假
信息博取眼球吸引流量。

这些虚假视频，都在有意无意
地利用且固化着当地贫苦、落后的
刻板印象。但正如后续辟谣指出
的，所谓的“凉山儿童贫穷无助”情
况并不属实，很多村民也搬进了宽
敞明亮的现代化住房。“卖惨”视频
的扭曲化呈现，不仅有损当地形
象，更是对多年来，当地人与扶贫
干部共同努力、全面脱贫的努力成
果的不尊重。

慈善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以
真诚为底色，以真实为基础，体现
了人之为人的基本共情。而所谓
的摆拍“卖惨”视频，完全是无视事
实、漠视他人的利己行为，只会消
耗宝贵的社会善意。这样的廉价
苦情戏码，该被叫停了。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接上期）

第四十八条 用人单位
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
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
资和福利待遇，限制女职工
晋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
称和职务，辞退女职工，单方
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
务协议。

女职工在怀孕以及依法
享受产假期间，劳动（聘用）合
同或者服务协议期满的，劳动
（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期
限自动延续至产假结束。但
是，用人单位依法解除、终止
劳动（聘用）合同、服务协议，
或者女职工依法要求解除、终
止劳动（聘用）合同、服务协议
的除外。

用人单位在执行国家退
休制度时，不得以性别为由歧
视妇女。

第四十九条 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将招
聘、录取、晋职、晋级、评聘
专 业 技 术 职 称 和 职 务 、培
训、辞退等过程中的性别歧
视行为纳入劳动保障监察
范围。

第五十条 国家发展社会
保障事业，保障妇女享有社会
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等

权益。
国家提倡和鼓励为帮助

妇女而开展的社会公益活
动。

第五十一条 国家实行生
育保险制度，建立健全婴幼儿
托育服务等与生育相关的其
他保障制度。

国家建立健全职工生育
休假制度，保障孕产期女职工
依法享有休息休假权益。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
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为符合条件的困难妇女提
供必要的生育救助。

第五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
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必要
措施，加强贫困妇女、老龄妇
女、残疾妇女等困难妇女的权
益保障，按照有关规定为其提
供生活帮扶、就业创业支持等
关爱服务。

第六章 财产权益

第五十三条 国家保障妇
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财产权
利。

第五十四条 在夫妻共同
财产、家庭共有财产关系中，
不得侵害妇女依法享有的权
益。

（未完待续）

“移石造景”，“移”来的只是奢侈浪
费之风、破坏生态之风，“造”的更是胡
乱攀比、贪污腐败之风。

景区公园常有奇石“迎宾”、园林绿
地动辄巨石“压阵”……近年来，有的地
方在城乡建设中热衷花重金“移石造
景”。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移石造
景”所用的景观石大多由政府采购，价
格畸高，有的一块石头数万元，高的逾
百万元。这类工程同时还助推一些地
方在河道无序取石，在山中乱采滥挖，
破坏生态环境。

如今，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包括
石头在内的人造景观很常见。如果这
些人造景观成本合理、设计能艺术地体
现地方人文特色，对形象宣传、陶冶性
情也有益处。

但现在看，有些财政买单的人造景
观，虽然打着“民生工程”的旗号，但其
实是“形象工程”“迷信工程”，甚至是

“腐败工程”。
实践中，一些官员搞人造景观来美

化自己政绩的案例并不鲜见。“移石造
景”只是方式之一，还有“移水”“移树”
等造景手段。花的不是自己的钱，只会
想方设法给自己脸上贴金，而不管民众

怎么看。还有的地方通过“移石造景”
搞所谓的“转运石”，这些现象既劳民伤
财，又助长了不正之风。

而一些地方在“移石造景”的过程
中，也不乏某些公职人员“借石牟利”、

“吃”回扣赚差价、趁机捞“油水”等权力
自肥的现象。如原宁夏农业投资集团
公司总经理陈延案等多起案件中，都存
在这类情形。

所以，“移石造景”，“移”来的只是
奢侈浪费之风、破坏生态之风，“造”的
更是胡乱攀比、贪污腐败之风。

实际上，对于此类现象，国家有关
部门早有明确规定。2012年以来，中央
和国家有关部门多次发文对城市建设
领域出现的形象工程、形式主义等不良
倾向进行规范。

2018 年，住建部的发文也指向“移
石造景”——即严禁不切合实际的挖湖
堆山造景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但从实
际情况看，这些治理文件在不少地方落
地时打了折扣。

鉴于此，或许有必要对靡费公帑的
“移石造景”现象进行专项整治，对每一
处“移石造景”进行摸底调查：看看多少

“石头”符合形象工程的特征，查查多少

“石头”隐藏着价格水分或权力腐败，还
有多少“石头”涉及官运、财运。

对于违反相关禁令的行为，该拆除
的就拆除，该问责的就问责，该追究法
律责任的就追究法律责任。当然也要
把监管前置，加强对政府采购项目、财

政资金的审批，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
真正“关进制度的笼子”。

总之，监管和法律发力，才能铲除
“移石造景”等各种乱象存在的土壤，揪
出“疯狂石头”背后的蛀虫。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

父亲去世留下一套房产，独生女办
理继承。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这是理
所应当的事情，难道还会有什么不对吗？

是的，“继承之路”并没有这么简单，
杭州人小刘碰到的这桩事情，就“半道受
阻”，需要取得表兄妹的配合，才能继续
往下推进。

遗产继承为什么会关系到表兄妹？
兜转一大圈，原来和家人去世的时间有
关系。

这个案例，大家可以仔细看看，说不
定哪天就会碰到同样的情况。

父亲去世留下一套房屋，想继
承需要表兄妹配合

杭州人小刘，最近前往湘湖公证处，
咨询办理一桩房屋继承案。

小刘继承的是已去世的父亲留下的
房子，说起来比较复杂。

小刘父亲刘大于 2016 年 12 月因病
去世，他早年丧偶，小刘是独生女。刘大
在丧偶后购置了一套房屋，房屋归其个
人所有。刘大有个妹妹，暂且称之为刘
二，是小刘的姑姑，姑姑刘二于2022年
12月去世，其生前丧偶，留有两子女，儿
子大李和女儿小李。

而小刘的爷爷奶奶、也就是刘大刘
二的父母，不幸于 2018 年 9 月因车祸同
时死亡——这个时间正好在刘大去世
后、刘二去世前。

公证员听完小刘介绍后，告诉她如
果要办理遗产继承，需要小刘的表哥大
李和表妹小李一同办理手续。

关于继承那些事，需要理顺这
些关系

小刘很不理解：“这是我父亲的遗
产，和我的表兄妹有什么关系？”

公证员简单讲解了法律规定，结合
小刘家的实际情况，向她进一步解释。

一般来说，祖父母、外祖父母先于父
母死亡，当父母死亡后，独生子女是父母
遗产的唯一继承人。

但是小刘家的情况比较特殊，小刘
父亲去世时，她的爷爷奶奶刘老夫妇依
然健在。且家人都没有立下财产遗嘱，
只能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公证员按照亲人去世的时间线进行
分析。

首先，刘大去世后，房产应由女儿小
刘和刘老夫妇三人共同继承。当时刘大
去世后，小刘未及时办理遗产继承公证。

其次，在刘大去世两年后，刘老夫妇
同时过世，两老生前均未表示放弃继承
刘大的遗产，所以属于刘老夫妇继承的
份额转由他们的继承人继承，且夫妻同
时死亡的，互不继承。

由于老夫妇的父母早已过世，所以
属于老夫妇二人继承的财产应由女儿刘
二，也就是刘大的妹妹来继承。

等到小刘来办理公证时，刘二已经

去世，刘二继承的这部分财产又转给刘
二的子女大李和小李继承。

最终，这部分财产的继承人应当是
小刘、大李和小李。

遗产公证前，先要解开心结

法律问题解释清楚后，本以为接下
来就可以顺顺利利地办理公证，但是小
刘的家庭矛盾还没解决。

由于刘二对父母重男轻女的传统思
想一直不满，生前与父母不是很亲近，到
了下一代，表兄妹之间的来往就更加少
了。为了帮助小刘顺利办理公证手续，
公证员主动担起了“老娘舅”的角色。

公证员联系到大李和小李，二人在
听完公证员解释后，不愿意配合小刘办
理手续。他们表示，自己一直与外公、外
婆、舅舅家没有什么来往，舅舅刘大的遗
产和他们没有关系，没有继承的想法，但
也不愿意去公证处办理。

经过公证员的再三解释和沟通，大
李和小李决定去公证处办理，小刘的一
桩心事也算放下了。

链接：

以下的几种情形，就属于独生
子女不能全部继承父母遗产的情
形

1.父母留有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将
遗产赠与外人

遗产是父母生前的个人合法财产，
所以父母对遗产有完全处置权，这也是

为什么法律规定遗嘱继承、遗赠扶养协
议优先于法定继承的原因。如果遗嘱中
明确将遗产赠与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
那么，就算是独生子女，也只能继承遗赠
未处置的遗产。

你因为工作忙，又要照顾你的小家，
顾不上照顾父母，结果，父母把时常照顾
他们的隔壁小王视若亲生，在遗嘱中明
确表示将部分财产遗赠给小王，并签署
了遗赠协议。

法律依据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条规

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
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遗赠办理；有遗
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温馨提示
受遗赠人和继承人在权利上不同的

一点在于，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
后六十日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
的表示，否则视为放弃受遗赠；而继承人
只要没有在遗产处理前书面表示放弃继
承，就视为接受继承。

2.父亲先于爷爷奶奶过世或母亲先
于姥姥姥爷过世

独生子女并不是唯一的第一顺序继
承人。根据民法典规定，除了子女外，被
继承人的父母、配偶也是第一顺序继承
人。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
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
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
承。所以，如果父亲先于爷爷奶奶过世
或母亲先于姥姥姥爷过世，那么，爷爷奶
奶、姥姥姥爷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同样

可以继承父母的遗产。
当前时期，通常爷爷奶奶辈的人往

往不只有一个孩子，这就会造成爷爷奶
奶、姥姥姥爷过世后，他们继承的遗产份
额并不会消失，而是作为遗产被再继承，
这也就使得父母的兄弟姐妹们，也享有
该部分遗产的继承权。

假如，父亲不幸过世留下两套房产，
而爷爷奶奶健在，那么继承开始前，母亲
作为夫妻财产共有人，首先分得一半房
产然后再参与继承。继承开始后，按照
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作为遗产的一套房
产，分为4等分，通常母亲1/4，你1/4，爷
爷1/4，奶奶1/4。爷爷奶奶各分得的1/
4，在他们过世后，将作为他们的遗产部
分进行继承，此时你的姑姑、叔叔便成为
第一顺序继承人参与继承。

法律依据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规

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一）第一顺
序：配偶、子女、父母；（二）第二顺序：兄
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3.父母一方过世后，另一方再婚

根据民法典规定，第一顺序继承人
包括父母、配偶和子女，如果父母一方过
世后另一方再婚，就算再婚后没有生下
孩子，你的继父（母）同样可以作为第一
顺序继承人继承再婚一方的财产。

温馨提示
再婚的定义是双方依法领取结婚

证，目前我国已经不再认可所谓的事实
婚姻，所以如果是双方以夫妻名义生活
在一起而没有依法领取结婚证，则不属
于法律上的夫妻关系。

4.父母过世未留遗嘱，且子女已经
结婚

假如父母过世未留遗嘱，而身为独
生子女的你已结婚，那么，根据我国法律
规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大部分
的“收入”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其中就
包括你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遗产。

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父母过世时
留下遗嘱特别约定，遗产由自己的子女
继承与其配偶无关。

法律依据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四

款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
的下列财产——（四）继承或受赠的财
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但是本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条第三款规定
的除外。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三条第三款的
内容是，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
方的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据《钱江晚报》报道

独生女继承去世父亲所留房产表兄妹也有份?

以案警示
百万一块的“移石”造景

揪出“疯狂石头”背后的蛀虫

公证处：时间轴是关键

大凉山不该成为
卖惨短视频的“取景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