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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命直播夺命直播””后后，，““狠狠PKPK””咋仍然刹不住咋仍然刹不住
最近，网名为“三千哥”的

主播在直播PK喝酒后去世引
发关注，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网
络平台上各种“狠PK”仍层出
不穷，比如吃生鸡蛋、喝洗脚
水、喝酒惩罚、鞋底打嘴……

有关人士认为，网络直播
不能唯流量是图，要严格规范
此类好勇斗狠、助长戾气的“狠
PK”，还网络清朗空间。

直播PK喝酒致死后
喝酒PK仍未禁绝

近期，网络主播“三千哥”
在直播PK中喝下至少4瓶白
酒后去世，引发舆论广泛关
注。记者从当地有关部门获
悉，“三千哥”本名姓王，1989
年4月出生，在直播PK后被发
现去世，因家属未报警，死因未
做调查和鉴定。

“三千哥”在直播中一般选
择“狠PK”。据他在个人主页
上的自述：“生意失败，我向生
活低头了，我放下了尊严放下
了面子，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
平台上。”

根据平台《直播行为规
范》，直播中喝酒属于三级（一
般）违规行为，平台有权根据主
播违规情节严重程度给予警
告、断播、封禁开播权限（1天到
一周不等）等处罚。

据直播平台有关人士介
绍，该主播此前就有账号因饮酒
被封禁。当晚采用多个账号直
播，绕开平台审核规则，“其PK
饮酒被平台中断后，又连续更换
多个账号饮酒并有遮挡酒瓶等
动作，持续躲避平台审核。”

悲剧发生后，记者在多个
直播平台发现，类似的“狠PK”
仍能轻易搜索到，且套路如出
一辙，基本上就是两位主播互
相挑衅拉票，输的一方接受惩
罚。甚至在喝酒PK致死事件
发生后，依旧有一些主播将喝
酒作为PK惩罚的一部分。

日前的一个晚上，记者在
直播平台看到，两位女性主播
PK结束后，获胜一方告诉失败
一方惩罚“要4个”。失败一方
随即拿出一提灌装啤酒开始拆
封。除了喝酒惩罚，还有言语
的斗狠，获胜一方不停说着“落
在我手里你倒霉了”等言语刺
激对方。为了逃避平台监管，
获胜一方提醒失败一方把酒

“拿远点”“挡着点”，还用卡通
头像遮蔽自己的形象。当晚，
失败一方在喝完4罐啤酒后开
始呕吐。

除了罚酒，其他“狠PK”形
式也层出不穷。譬如，吃生鸡
蛋、喝芥末水，甚至洗脚水；高
强度体罚性动作等等。

近日，记者还在直播平台
看到，两名主播在PK后，输的
一方被惩罚用鞋底打嘴，牙齿
都被打出了血，获胜的一方甚
至还让输的一方喝自己的洗脚
水。此前，两名主播在PK后，
获胜一方要失败一方做数百个
蛙跳、摸腿开合跳、转圈等惩
罚。在失败一方气喘吁吁、难
以支撑的情况下，获胜一方不
停用言语刺激对方，诸如“玩不
起就别PK”等，还以各种理由
增加惩罚。

不光是惩罚环节好勇斗
狠，在PK拉票环节也充满挑衅
言语和行为。记者在一些主播
的直播间看到，一些主播在PK
拉票环节不停挑衅对方，满口粗
话，呼吁粉丝为自己送出礼物。
粉丝在主播的带动下，围观起
哄，相互谩骂现象也时有发生，
整个直播PK过程充满戾气。

好勇斗狠的“狠PK”
为何刹不住

记者调查发现，“狠PK”之
下，一边是主播做着出格举动
挑动观众，一边是主播又被网
络戾气和暴力“反噬”，形成恶
性循环。一位网民评论说，主

播之间的PK往往是以谴责或
者挖苦对方来抬高自己，“这种
互相‘黑’对方的风气”，不能任
其发展下去。

为何此类不断挑战底线的
“狠PK”屡禁不绝？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场
直播PK，主播和平台一般是按
照5：5分成。有些大主播一场
PK就能收到二三十万的虚拟
币，按照平台7个虚拟币为1元
算，值三四万元，其中平台就可
以得到一两万元。“主播吸引的
流量越多，打赏的虚拟币等越
多，平台收益就越高。”该业内
人士对记者说。

近年来形形色色的“PK”
给诸多主播带来流量和经济利
益的同时，也导致视频内容缺
乏创新、同质化严重。为了持
续获得关注，一些“狠PK”的主
播就靠不断挑战生理和道德的
红线，刺激观众神经。

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相
继出台一系列文件规范网络直
播。多个平台也出台管理规
范。“直播间饮酒一直属于平台
严格禁止的内容。”一位直播平
台负责人告诉记者，根据平台
规则，如直播间出现过度饮酒
或连麦PK饮酒等行为，平台将
予以提示中断或短期封禁等处
置，并提示主播勿过度饮酒。

记者蹲点多个平台发现，
多位主播对平台处罚有一套规
避办法。当平台对抽烟、喝酒
等行为进行处罚封禁时，很快
就使用“小号”重开直播；在做
一些惩罚时，通过拍摄视频上
传给获胜方和观众看；一些主
播还用“黑话”逃避监管，譬如
将芥末叫做小绿、将生鸡蛋叫
做乒乓球、将洗脚水叫做十全
大补汤或香港牛奶，甚至还有
将喝尿叫做菊花茶的“黑话”。

上海一家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合伙人告诉记者，当前直播
平台对抽烟喝酒等直播内容有
明确的管理要求，但对于很多

关注度较低的“小号”，监督则
没有那么及时。

另外，网络平台对直播PK
的观众也缺乏监管。一些观众
在主播PK时充当“气氛组”，在
主播大口喝酒之时不但不及时
劝阻，反而打出一连串“666”进
行怂恿。

“现在主播想要成为头部
难度非常大，满足网民要求几
乎是涨粉的铁律。而网民很多
时候是非理性的，猎奇心理较
重，他们通过打赏、叫好会倒逼
着主播去完成一系列高难度的
挑战。”一位拥有三十多万粉丝
的主播告诉记者，“现在平台对
网民的行为管理不是很严。”

严格监管
还网络清朗空间

近年来，网络暴力危害事
件时有发生。近期两名网络主
播在直播时被砍也引发热议。
据厦门警方消息，5月23日20
时30分许，受害人石某、叶某
在翔安区某学院咖啡厅外直播
时被人从背后持刀分别砍伤手
部、背部，犯罪嫌疑人逃离现
场，24日凌晨警方从外地将犯
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经查，犯
罪嫌疑人罗某与受害人石某、
叶某在网络平台上发生口角，
心生不满，遂从外地窜至厦门
将二人砍伤。

在此之前，从1月杭州女
孩郑灵华自杀到2月网红“管
管”自杀，网络暴力频频成为幕
后“黑手”。最高人民法院研究
室喻海松近期撰文称，由于网
络的受众广、参与性强、传播率
高，加之网络的匿名性使得清
除网络暴力更为困难，网络暴
力危害日益严重。

一位网络平台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后续，平台将加大
饮酒相关管理力度，除封禁外，
还将针对高频饮酒主播加入设
备及人脸黑库识别，防止封禁

后大小号替换等行为。”
有关专家表示，几位主播

连麦比拼才艺，吸引观众投票
的直播PK，是近年来快速发展
的一种新业态。这一本可良性
竞争的舞台不能变成好勇斗狠
的擂台。无论是主播采用小号
登录、故意遮蔽来逃避平台监
管，还是一些网民推波助澜为
这些“狠PK”站台叫好，都折射
出当前直播平台的监管措施存
在不足。

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浩
说，网络平台对于过量饮酒等

“狠PK”行为在监管、审核直播
内容过程中应及时劝阻和中断
直播，必要时报警，进一步加大
监管力度。南京市律协副会长
周连勇建议，网络平台要加强
对主播的培训，提升法治意识，
提升技术手段防范主播饮酒、
抽烟等直播行为，针对用户评
论、打赏等行为，也要加强监督
管理，防范恶意带节奏的行为。

网络戾气非一朝一日形
成，化解过程也绝不能“一禁了
之”，平台应用好流量激励等手
段，引导好主播们自觉生产优
质内容，并强化“依法治网”，通
过典型判例等手段培育网民的
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

“类似斗酒这类‘狠PK’，
不符合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
违背道德和法律，PK双方应该
本着谁发起谁承担主要责任，
谁用语音等方式挑衅谁就该多
承担责任。”张浩说。

专家表示，相关政府监管
部门在加强正向引导的同时，
应进一步探索直播平台监管新
机制，形成行业自我监督、大众
监督与政府监督的合力，共塑
网络清朗空间。

热线：
010-65367134

邮箱：
gaokuzgcsb@126.com
（来稿请注明城事版）

小区消防通道被堵

安全隐患亟待消除

我是辽宁省沈阳市沈河
区居民。我区南通天街1-2
号(庆余家园C区)住宅楼周围
的消防通道被隔离桩堵住，且
隔离桩外划有车位，每天都有
车辆停放，更加剧了小区的消
防安全隐患。请相关部门实
地查看，拆除堵住消防通道隔
离桩，取缔停车位，重新构建
安全的消防环境，保护小区业
主的合法权益。

【报料仅代表网友个人意见，
不代表本报观点】

网上健康咨询平台乱象丛生

在当下互联网健康咨询问诊服务

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平台回复内容

过于随意、回复内容包含虚假信息、冒

用他人身份提供健康咨询、打着“健康

科普”的名义进行广告宣传等乱象。此

外，医生误诊、先药后方、AI开处方药、

泄露患者个人信息、退款困难等问题也

屡见不鲜。

专家表示，健康咨询平台要实现全

程留痕，依法、透明、科学经营；监管部

门要和互联网健康咨询平台加强信息

沟通，实现全程动态监管；同时，广大患

者要提高眼力、细心甄别各类信息，谨

防上当受骗，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中新社发 尹正义作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朱 程 沈汝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