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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换特产”，即陌生网友口头约定，互寄家乡特产。近期，“互换特产”在各社交平台流行起来，成为陌
生人之间的一种线上社交的新模式、新风潮。不少网友晒出了成功案例，表示既品尝了各地美食，也感受
到了来自陌生人的真诚，但也有网友曝出自己的受骗经历。有律师表示，交换中某一方行为人对多人实施
了同样的欺骗行为，且达到了“金额较大”的程度，可能涉嫌诈骗罪。

那么，在“互换特产”时该如何“避
坑”，一旦被骗又该如何维权呢？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付建律师对
记者称，在“互换特产”中，双方交换虽
属于个人行为，但某一方行为人对多
人实施了同样的欺骗行为，且达到了

“金额较大”的程度，此举可能涉嫌诈
骗罪，金额达到一定标准或是出了食
品安全问题，还可能涉嫌其他的刑事
犯罪。

付建分析称，在“互换特产”中，若
被骗标的额较小，当事人可与对方沟
通，要求其履行交换约定或者赔偿损
失；沟通无果，可以向当地消费者协会
或者相关监管部门投诉，要求其介入调

查并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投诉无
果，可以考虑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对方的
责任，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损失。

付建表示，在“互换特产”过程中，
一方行为人存在主观恶意，收到特产
后立即拉黑删除，以不法占有为目的
行为在民事上可能构成欺诈，需要承
担退还货物或者赔偿的法律责任。对
于金额较大的，受害者可以向公安机
关报案，例如上述网友若被赵某先后
多次以相同手段骗取特产，且价值超
过 3000 元属实，即可达到刑事案件立
案标准，受骗当事人可以一同报案，合
并处理。

付律师建议，在邮寄特产前，应仔

细辨别对方的账号信息，以确认彼此的
身份。提前做好相关约定，例如约定好
总体价格，避免双方差距过大。购买特
产时可互发图片和视频，互留快递单
号，作为凭据。邮寄快递后实时关注物
流信息，发现被骗及时追讨。

四川雄谟律师事务所袁野律师对
此建议，网友可以选择一些有信誉、经
过验证的特产交换平台进行互换。邮
寄食品时要注意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性，
互换双方要对产品进行检验，以确保符
合安全标准。另外，在交换特产时，要
注意保护个人隐私，尽量隐藏个人住所
等信息，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

据央视网 极目新闻 封面新闻

几百元特产换回3元包邮辣条

“互换特产”是社交新模式还是网络新骗局

● 有人想互换集齐全国特产 ●
周小青家住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今年 8 月初，她在某短视频平台评论
区看到一位四川网友想吃内蒙古的奶
皮子，一时兴起便有了“互换特产”的
想法。通过私信，双方互留了邮寄地
址和联系方式，之后便各自开始准备
家乡特产。

周小青为这位素未谋面的四川网
友准备了内蒙古的奶皮子、风干牛肉、
鲜奶果酥礼包、纯牛奶做的牛奶条、手

工奶疙瘩、牛奶棒、牛奶饼干、炒米等17
种特产，“装了满满一箱，一共花了五六
百元。”

二人当时并没有特意约定要寄价
值多少钱的特产，都是各凭心意。周小
青说，这位四川网友只给她寄来了一条
腊肉和一根腊肠，对方的心意有点儿未
达到自己的心理预期。

虽说第一次与陌生人“互换特产”
的经历让周小青有点失望，但这并没有

影响她在“互换特产”的路上狂奔。粗
略计算，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她已经
和北京、福建、上海等地的网友互换了
10次家乡特产。她很享受“互换特产”
的过程，“每次都像开盲盒一样。”

与周小青相似，来自新疆乌鲁木齐
的王鱼也有多次与陌生网友“互换特
产”的经历。与周小青不同，王鱼给自
己制定了一个小目标，要与全国每个省
份的网友互换一次，集齐全国特产。

● 多人寄出特产后就被拉黑 ●
今年8月中旬，张艺在某社交平台

刷短视频时看到有博主称自己因“互换
特产”被骗，她在该视频下评论称自己

“愿意真心交换”。之后，便有一名自称
是陕西泾阳县的网友赵某私信她，表示
愿意与她交换，双方约定互寄特产的价
值在300元到400元之间。

张艺便开始学习购买成都特产的
攻略，然后到超市、零食店、特产店挑选
生鲜、腊肉、香肠、脆皮肠、腊排骨等。
她给赵某发了两次快递，分别是生鲜和
特产，总共花费了几百元。对方则承诺

给她邮寄擀面皮等特产。
快递寄出几天后，张艺询问赵某给

她邮寄快递的单号，却发现自己被对方
拉黑，“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之前博主说

‘互换特产’被骗是真的。”
广东潮汕网友李欣得知张艺的遭

遇和自己类似。她称，她也收到了赵
某的私信，达成交换意愿，便准备了牛
筋丸、牛肉丸等特产，对方同样称将邮
寄擀面皮。后来，自己多次询问对方
快递发出情况，对方以忙为由称改天
邮寄。几天后，李欣发现自己已经被

对方拉黑。据了解，先后有 7 名网友
疑似被赵某“空手套白狼”，他们便组
建了一个微信群进行交流，发现经历
相似。

山东青岛网友王晓称，在自己快递
发出前，赵某在私信聊天时详细地介绍
了当地特产，言语真诚，热情友好。赵
某可能看到了不少网友公开声讨在“互
换特产”中被骗的行为，便主动发了
货。但她给赵某寄了几百元的特产，自
己却只收到对方寄的3.99元包邮的辣
条以及网购的擀面皮。

● 律师：互换特产时坑蒙网友或涉嫌诈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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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网8月28日消息 中国
三峡集团 27 日发布消息显示，8
月25日，由乌东德、白鹤滩、溪洛
渡、向家坝、三峡、葛洲坝六座梯
级电站构成的世界最大清洁能
源走廊，日发电量达14.68亿千瓦
时，创历史新高。

强大的绿色清洁电能输送
到各受电区域，为我国电力安全
保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

创历史新高！

我国六座梯级电站
单日发电量
超14亿千瓦时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记
者 樊曦）记者 28 日从中国铁建
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由中国铁
建电气化局承建的济郑高铁山
东段接触网送电成功，为即将开
展的联调联试奠定了坚实基础。

接触网送电是将高铁沿线
地方电网的高电压，通过铁路牵
引变电所转化为 27.5 千伏单相
工频交流电后，再输送到高铁线
路上方的接触网上，为高铁列车
运行提供动能，是联调联试前的
一道重要工序。

济郑高铁山东段
接触网送电成功

央视网8月28日消息 2023
年暑运从7月1日开始到8月31
日结束，共62天。暑运即将结束，
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7月1日至
8月26日，全国铁路暑运已累计发
送旅客7.71亿人次。其中，8月19
日发送旅客1568.6万人次，刷新
暑运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全国铁路暑运
已累计发送旅客
7.71亿人次

中新网8月28日电 据中国互联网
络信息中心网站消息，8月28日，中国互
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截
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
人，较2022年12月增长1109万人，互联
网普及率达76.4%。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快，资
源应用不断丰富

《报告》显示，在网络基础资源方
面，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域名总数为
3024 万个；IPv6 地址数量为 68055 块/
32，IPv6活跃用户数达7.67亿；互联网宽
带接入端口数量达11.1亿个；光缆线路
总长度达 6196 万公里。在移动网络发
展方面，截至6月，我国移动电话基站总

数达 1129 万个，其中累计建成开通 5G
基站 293.7 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26%；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 1423 亿
GB，同比增长14.6%；移动互联网应用蓬
勃发展，国内市场上监测到的活跃APP
数量达 260 万款，进一步覆盖网民日常
学习、工作、生活。在物联网发展方面，
截至6月，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发展蜂窝
物联网终端用户 21.23 亿户，较 2022 年
12月净增2.79亿户，占移动网终端连接
数的比重为 55.4%，万物互联基础不断
夯实。

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持续完善，
“5G+工业互联网”快速发展

一是工业互联网网络体系快速壮
大，平台体系逐步完善。《报告》显示，全
国5G行业虚拟专网超过1.6万个。工业

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覆盖31个省（区、
市）。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
台超过240家，我国基本形成综合型、特
色型、专业型的多层次工业互联网平台
体系。二是数据汇聚初见成效，安全保
障日益增强。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
中心体系基本建成，工业互联网数据要
素登记(确权)平台体系建设持续推进。
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安全技术监测服务
体系不断完善，态势感知、风险预警和
基础资源汇聚能力进一步增强。三是
融合应用不断涌现，“5G+工业互联网”
快速发展。《报告》显示，一季度，工业和
信息化部发布了5G工厂、工业互联网园
区、公共服务平台等 218 个工业互联网
试点示范项目，“5G+工业互联网”融合
发展已驶入快车道。

各类互联网应用持续发展，网约
车、在线旅行预订、网络文学等实现较
快增长

《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各类互
联网应用持续发展，多类应用用户规模
获得一定程度的增长。一是即时通信、
网络视频、短视频的用户规模仍稳居前
三。截至6月，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短
视频用户规模分别达 10.47 亿人、10.44
亿人和 10.26 亿人，用户使用率分别为
97.1%、96.8%和95.2%。二是网约车、在
线旅行预订、网络文学等用户规模实现
较快增长。截至6月，网约车、在线旅行
预订、网络文学的用户规模较2022年12
月分别增长 3492 万人、3091 万人、3592
万人，增长率分别为8.0%、7.3%和7.3%，
成为用户规模增长最快的三类应用。

中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人
互联网普及率达7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