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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草根大V的微博截图。

2017.6.13��星期二 编辑 曾梓民 图编 言琼 美编 刘湘E05 财视野

6月1日起，《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正式实
施，这些草根大V都在观望这部法规的底线。

绵阳市网信办相关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作为网信部
门，更多的是对平台进行监管，再由平台监管账号，如果发
现某账号有违规、造谣等行为，网信部门会向平台进行投
诉、举报。该负责人提醒，作为自媒体人，首先要多学习法
律法规，进行自律，然后在发表一些题材时，要尽可能核
实，不要片面，以免形成谣言。

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童伟认为，草根大V
进行广告发布，涉嫌违反广告法，因为发布广告需要工商
等相关部门审批，如果收费则是变相广告。如果有偿发帖，
发布的信息如果是虚假的， 则涉嫌构成侵权， 转发达到
500次以上还构成刑事犯罪。

童伟还表示，收费删帖是不正当的删除，阻止正常信
息交流平台。如果利用发布的内容进行威胁、收钱，视具
体案例可能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甚至是敲诈勒
索罪。

■来源：成都商报

草根大V的收入靠商业推广
收删帖费涉嫌犯罪

6日下午，绵阳某企业搞活动，知名
草根大V阿彪（化名）获邀参加，主办方
给了600元辛苦费， 阿彪在自己的微博
上发了条现场消息进行宣传———这只
是阿彪的收入来源之一。他掌握着十余
个微博号，粉丝量高达上百万，他利用
这些微博，为企业做推广，月入有时可
以高达万元。更隐秘的灰色收入则来自
“删帖”，阿彪和他的圈子将其称为“感
谢费”。

今年40岁的阿彪，初中未毕业，连一些
较为复杂的字，也认不全。6年前开始，他兼
职做自媒体，现在已是绵阳的自媒体达人。

在绵阳， 像阿彪这样的自媒体达人不
少，做出一定影响力后，这些草根大V的微博
上经常会收到网友的爆料，这些爆料稍后会
成为他们的“作品”。操作模式是这样的：双
方加QQ好友，由网友提供照片或者视频等，
大V根据网友的描述，以及照片和视频，第一
时间发微博。

6日晚上，一名草根大V向记者展示他近
两年的作品：包括微博和多个拍客平台的视
频，他自己总结了所发内容的方向：奇人趣
事、突发事件、公益求助。记者逐一查看其所
发微博，转发量上千是常事，阅读量数万次，
几十万也是常事。由他所发布的视频，点击
量更是高达上百万次。

阿彪则以速度取胜，阿彪所发的照片和
视频，自打水印。当地的突发事件，阿彪上网
非常快。目前，他已经成为绵阳不少单位搞
活动、开发布会邀请的常客。

草根大V包青告诉记者， 他没有经过任
何培训，除了推广业务外，他多发表绵阳本
地媒体报道的消息以及公益助人活动。

几天前， 阿彪辞去了酒吧DJ的工作，准
备专职做自媒体。阿彪告诉记者，现在他自
己手上有3个微博认证号，粉丝近20万，加上
圈子内其他几个人的9个微博号， 他手上掌
握着上百万的粉丝。通过这些微博，主要给
餐饮、商场、汽车销售商等做推广活动，才是
主要收入。

另一位草根大V杨唐（化名）告诉记者，
他有自己的工作，做草根大V只是业余爱好，
对于他来说， 要靠纯粹做微博来当全部收
入，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不是每个月都有商
家来做推广以及活动。

“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现在，在
一个微博号上推广一篇， 收费是300～600
元。如果是上了5个，或者是12个号上百万粉
丝一起推广，就会打折。”另一名草根大V说，
“我们微博号主之间也有内部价格， 比如我
拉了一个业务， 跟商家谈好价格是500元一
篇， 我跟其他人结算时就按内部价付费，我
要赚取一些差价。”

还有一次， 几名草根大V到一家餐饮店
吃饭，当老板得知几人是知名大V后，不仅没
有收他们的饭钱， 还每人封了几百元的红
包，老板只有一个要求：用他们的微博对饭
菜的口味进行一个评价。

阿彪说，现在他的主要收入是通过微博
给商家做推广，然后拍摄一些视频发在网上
挣稿费；还有就是参加一些商家活动，别人
给辛苦费，“每个月收入高时上万元，少则也
有三四千元，而且花费时间并不多。”

相对于收钱为企业做推广等，有偿发布、拿钱删帖更
成为这些草根大V获取灰色收入的“潜规则”。

一个月前， 绵阳某知名自媒体人在微信公众号上发
帖，然后涉嫌删帖收钱5000元被曝出。草根大V们对此并
不避讳，甚至对记者坦言：这其实是自媒体行业的潜规则，
但删帖不是收删帖费，而是叫“感谢费”。

“要求删帖有一个条件，一般要有一名中间人，通过中
间人一起来谈事情的处理，如果找不到中间人，除非当事
人提供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我们所发内容是虚构或者不实，
否则我们也不会删。”某草根大V坦言，在整个事情的谈话
处理中，他们一般不会主动要钱删帖，但可能会给一些简
单的提示或者暗示，此外还有事后给钱，“之所以要求找中
间人，因为大家都懂，这就是我们这行的规矩。”

记者从多个草根大V处获悉，删帖没有一个明确的价
格，也不敢明码标价，通常是2000元、3000元、5000元不
等，最多甚至有可能上万元删一次，当事人当做“感谢费”
给中间人转交，给多给少要看当事人自己的“想法”。

相对于收钱为企业做推广等，有偿发布、拿钱删帖更
成为这些草根大V获取灰色收入的“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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