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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瘫痪妈妈独撑六口之家，求退款被拒二十多次

 岁女孩打赏主播
花掉  .5万救命钱

市民施女士向“新民帮侬忙”求助，仅仅十多天，她9岁的女儿在快手平台
上竟接连打赏31名主播，刷了19.5万多元的礼物。对于丈夫瘫痪在床，全靠
施女士一人打工支撑的六口之家而言，这笔钱无疑是个“天文数字”。事发
后，施女士和丈夫虽提交了20多次退款申请，附上各种证明，但快手平台方面
依然表示，难以验证是孩子本人发生的打赏行为，拒绝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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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本报7版刊出《看3D

电影要不要自费买眼镜？》的报道，

反映沪上有影院存在强制消费3D

眼镜的情况。相关部门在了解情

况后，立即约谈了涉事影院。目

前，这些影院已完成整改，承诺为

观众免费提供3D眼镜。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尽管本市

绝大多数影院均为观众免费提供

3D眼镜，但仍有极个别影院不提

供免费眼镜，而是需要自备或者自

费购买。报道刊发后，行业协会、

杨浦区、浦东新区电影管理部门第

一时间对报道涉及到的杨浦区上

影国际影城隆昌店、浦东新区鸿纳

影城负责人完成了约谈。两家影

院表示将遵守行业公约，不再发生

强制销售3D眼镜的行为，会为观

众提供免费眼镜，现场已做出整

改，并公示告知。管理部门后续也

将加强检查。

本报记者 李晓明

强制消费3D眼镜 影院已被约谈并整改

爸爸瘫痪在床
妈妈辛苦养家

施女士告诉记者，2019年，丈夫生意失

败后，几乎变卖了家中所有资产用来抵债。

重压之下，2020年，丈夫因脑出血伴发多种

疾病，半身不遂瘫痪在床，49岁的他不仅完

全丧失劳动能力，还留下了癫痫的后遗症。

电话连线中，施女士几度哽咽，屋里厢上

有两位80岁的老人，下有两个女儿。“这些年，

一家六口一直挤在租赁房里，全靠着我一个

人在饭店打工挣钱。”每天天一亮，施女士匆

匆料理完家务后，就急急忙忙送女儿去上学，

下午趁着店里有空闲，赶快把孩子接回家，接

着又出门上班，等到再次回家时已是深夜。

两头忙碌的施女士为了方便9岁的大女

儿小雨和自己联系，把一台智能手机交给了

她，但万万没想到，由此被拖入了一场噩梦。

短短十多天里
疯狂充值打赏

“第一笔充值打赏，发生在今年2月16

日晚上7时38分。孩子在快手App上充值

了30元。”施女士一边回忆，一边向记者出示

了一份长长的充值记录截图。据她统计，从

今年2月16日到2月26日，小雨总共向快手

平台充值了195042元。其中，2月24日和2

月26日两天的单日充值金额最多，分别为

44135元和49487元。

“这么多钱，都是给主播‘买礼物’了。1

元人民币能兑换10个快币，快币能直接刷礼

物。”施女士讲，据小雨事后所述，当她点开

快手App后，系统马上给她推送了几个主

播。她觉得有几个主播长得“很好看”，就点

击了直播间。没想到，刚刚进入，就听到主

播在喊自己的网名。小雨觉得很有意思，就

马上给主播点了关注留了言。随后，主播向

她“求支持，要求送一些礼物”。“孩子不懂怎

么送，主播就‘指导’她，挑‘好看的’就行。

她以为这些礼物都是免费的，就送出去了。”

让施女士后悔不迭的是，这台手机原本

是丈夫的，绑定了一张看病用的银行卡，里

面存着20多万元。夫妻俩曾当着小雨的面

输入过支付密码，可能就被她悄悄记住了，

而这张卡没有开通短信提示功能。就这样

在父母毫不知情下，这笔“救急钱”在一次次

充值打赏中，送给了31名主播。

主播诱导误导
孩子蒙在鼓里

记者打开快手App，随机进入几个直播

间发现，在“礼物栏”内，那些“长得好看”的

礼物，价格也同样“过分美丽”。最贵的“终

于等到你”标价28888

快币（2888.8元），“浪漫城堡”5200快币（520

元），而如果要让礼物有“刷屏”效果，则至少

要一次性购买10个。换言之，一次打赏就可

能花费数千乃至上万元。

对于女儿的“疯狂刷礼”，施女士认为，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主播“诱导”。小雨之前观看并参

与了“主播PK”的游戏，即在规定时间内，粉

丝给主播送礼物的数量越多，主播的人气也

就越高，从而赢得胜利。于是，主播们不但

在直播间内拉拢粉丝送礼，甚至还会发送私

信索要礼物。施女士向帮忙君展示了数张

截图。图片当中，是多名主播给小雨发来的

私信。其中，一名主播提出要一个价值

19999快币（价值1999元）的“美人鱼之恋”，

并附言“今天想这个，我都没见过”，另一位

主播更是直截了当，“我就想开直播挣钱换

个手机，你能不能支持一下”。

二是主播“误导”。“孩子说，点入付款界

面后，在主播‘指导’下，她一直把银行卡的

尾号当成了卡内余额。”每次输入密码付款

后，都发现这个数字没有变化，她就以为，这

些礼物不需要花钱，都是“免费”的。

多次申诉无果
退款遥遥无期

2月28日，小雨的父亲在看病过程中察

觉，银行卡竟然被消费了19.5万多元。而直

到此时，小雨才明白过来，原来她送出去的

礼物不仅是要花钱的，而且还花了这么多

钱，花的还是爸爸的看病钱。

“她爸爸怕我生气着急，还瞒着我，想自

己把事情解决。”施女士说，但随着一次次申

诉无果，父女俩也慌了，将事情经过原原本

本告诉了她。

之后，施女士进一步向快手平台发起未

成年人消费退款申请，却也是一次次地陷入

了无可奈何的境地。“户口本、身份证、充值

消费记录、主播发来的私信截图，孩子的自

述视频……能提供的证据我们都向平台提

供了，但就是没有用。孩子的爸爸还等着这

笔钱看病救命呢……”话到此处，施女士已

是泣不成声。

施女士讲，多次申诉后，平台曾通知过

他们“初审过了”，但“复审”时，又是各种驳

回，退款依旧遥遥无期……

被拒二十多次
平台仍在核实

记者与快手平台取得联系，科技媒体合

作中心相关负责人发来回复称，平台对未成

年人打赏有相应退款政策，如确实为未成年

人私自打赏会进行退款。接到家长反馈后，

工作人员经核查，该账号存在不符合未成年

女孩使用的行为特征，如主要打赏成年女性

主播、账号身份和行为倾向于男性等，目前

工作人员还在与家长核实情况。

针对这样的回复，施女士提出了反驳的

理由。

首先，小雨并非只看“女主播”。“平台也

给她推荐了不少男主播。女儿讲，自己不光

看‘小姐姐’也看‘小哥哥’。这点从私信她

的主播性别可以明显看出，有男有女。”

其次，小雨的账号之所以从性别到头像

都是男性，是因为最初的账号是她爸爸注册

的，不然无法通过成年人认证，小雨在使用

过程中也没有更改。

再次，小雨的爸爸瘫痪在床，平日里说

话和打字都费劲；80岁的爷爷根本不会操作

智能手机。应该不存在“嫁祸”的可能性。

最后，在主播的各种套路下，小雨以为送

礼物不用花钱，而充值又没有开通短信提示，

这才造成家长在整个过程中无法及时知晓。

“这些话我们讲了一遍又一遍，但平台始

终没有好好听过。”施女士称，自己和丈夫前前

后后申诉了二十多次，但被拒绝了二十多次。

限制民事能力
平台应该退还

记者就此事咨询了上海善法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秦裕斌，秦律师认为，未成年人

特别是9岁的孩子，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既然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就只能做

与其年龄、智力相当的法律行为。因此，孩

子在快手平台上对主播做出累计金额达19.5

万多元的打赏行为，显然超出了一个9岁儿

童的智力与年龄相匹配与适应的能力范围。”

秦裕斌明确指出，根据现有事实来看，

孩子的监护人完全可以行使撤销权，而快手

平台方则应当将全部的打赏金额返还。

截至发稿时，记者收到快手平台发来的

消息：经家长提供更多证据后，平台已核

实为未成年人打赏，后续将进入退款流

程。对此，施女士急切希望平台能够

尽快予以落实，让她早日拿回这笔看

病钱。 本报记者 徐驰

▲ 主播发来私信求刷礼物求打赏

▲ 小雨在快手平台的部分充值记录

▲ 小雨给主播的送礼打赏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