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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圆“明星梦”
被忽悠甚至受骗

“你好，我是××娱乐的星
探。在微博看到你的样貌和身
材各方面条件挺好，是否有兴
趣当我们公司的练习生？”北京
的大学生萧艾（化名）在微博私
信中收到一家自称总部在香港
的经纪公司“星探”的邀约。喜
欢偶像团体的她一直有着“明
星梦”，于是答应参与线下
面试。

在面试现场，萧艾发现，多
数考生是年龄更小的初高中
生。经考官简单问了几个问题
后，萧艾被告知符合签约条件。
但“星探”提出，萧艾“不是专业
艺术院校出身”，需要接受包装
和培训，费用为5万元。

“公司承诺，签约之后一年
可以有固定的电视剧和电影拍
摄资源，这笔前期支付的培训
费用很快就可以通过工作挣回
来。”被“明星梦”打动的萧艾决
定签约，“当时很激动，感觉可
以出道了。”

萧艾兴冲冲回家要钱，但
家人认为她的决定太草率没同
意。不久后，萧艾发现这家公
司因涉嫌诈骗人去楼空。没过
多长时间，她又遇到一次类似
的招募，只不过培训费变成3
万元。

萧艾遭遇的练习生骗局并
非个案。

所谓练习生，最早起源于
日韩，是演艺公司挖掘、培养新
艺人的一种模式。通常，一些
演艺公司会从青少年中选拔练
习生，再通过一定的培训流程
择优出道。近年来，国内娱乐
圈也引入这一模式。随着一些
选秀节目的热播，出现了一批
练习生出身的当红偶像。

一些不法分子乘虚而入。
今年6月，江苏无锡网警公布一
起案例，两名憧憬当明星的中
学生陷入“练习生招募”骗局。
两人加入一个名为“练习生招
募交流群”的QQ群，群内自称

是韩国某娱乐公司负责人的李
某，伪造公司营业执照和身份
信息，向两名学生索要练习生
报名费、护照办理费、服装费等
费用。

“星探”遍地撒网忽悠人
有培训机构“挂羊头卖狗肉”

在微博练习生相关的超级
话题、练习生百度贴吧等网络
渠道中，存在大量“招募”“成
团”信息。其发布者往往自称

“艺人统筹”“经纪人助理”，并
配以公司的文字和海报介绍。
此外，一些所谓的“星探”“经纪
人”还会在抖音等平台以私信
方式进行招募。

据广州某经纪公司新人
开发部经纪人王海棠（化名）
介绍，这些招募信息真假难
辨，具体操盘者往往也是鱼龙
混杂。

“我今年12岁，爱好唱歌
跳舞，梦想成为一名艺人”“现
在上初三，希望在初中毕业前
能找到公司合作”“14岁，有
舞蹈基础，会弹钢琴”……在
微博“练习生招募”超级话题
中，不乏这样的自荐内容，发
帖人大多是未成年人。知情
人说，他们往往被视为敛财的
目标。

记者以“想成为练习生”为
题发表微博，不到一个小时，就
有10余名自称“星探”的注册用
户向记者发来私聊信息，在推
出公司海报、讲了几句内容相
差无几的招揽“套话”后，纷纷
要求添加微信。

在交谈中，“星探”们多以
“公司有丰富的业内资源”“与
各大平台有合作”等作为开场
白，在线上进行简单的信息搜
集后，就要求记者参与线下面
试，完成选拔和签约环节。

一个号称是“韩国cube娱
乐公司中国分公司”的“经纪
人”称，记者进入公司后可以去
韩国进修，报名费是10万元到
20万元，并称“有老师安排节

目，争取中心位，一到两年就能
小有名气”。

记者查询发现，该“经纪
人”提供的分公司名称在网上
查不到任何有效信息，其发送
的公司地点显示是上海某地的
厂房仓库。当记者提出疑问，
该名男子随即表示是“公司刚
成立名气太小”的缘故。

王海棠表示，以“潜力不
错”为由忽悠人到公司面试后，
这些“星探”和“面试官”往往会
在现场承诺给予各种资源，诱
导年轻人缴费签约。只要完成
签约，这些“星探”就能获得相
应提成。被“招募”的年轻人进
入公司后，还可能遭遇各种要
求“续费”的操作。

此外，一些培训机构也打
着经纪公司的名号招募练习
生。一位自称“湖南台旗下经
纪公司”的“艺人统筹”对记者
说，交一笔近2万元的训练费，
就能获得演出机会。但经查
询，该公司只是一家教育培训
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记者调查
发现，还有不法分子冒充大型
经纪公司工作人员，以视频面
试为由引诱未成年人脱衣。多
名受访者向记者提供的聊天截
图显示，账号名为“染色体集团
特招”的用户，冒充长沙染色体
娱乐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以检查文身伤疤为由要求面试
者“脱衣服检查”。

记者在发布“想成为练习
生”的个人微博后，一个名为

“正在招练习生中”的微博用户
主动向记者发起私聊，表示“现
在是秘密考核期，考核期间任
何内容必须保密”，随即提出拍
全身无遮挡身材等要求。

长沙染色体娱乐集团有限
公司与乐华娱乐此前均曾发布
声明，称有不法分子冒充公司
名义非法行事，并提醒所有非
官方渠道消息均为虚假消息。
但截至记者发稿时，这些账号
仍然活跃在练习生相关话题
中，有不少人回复。

加大规范整治
切实保护青少年利益

当前，练习生已经成为演
艺产业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
爱奇艺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
《偶像练习生》节目中的100名
练习生是从全国87家经纪公
司、1908名练习生中选拔出来
的。《创造营》《青春有你》以每
年一季的频次播出，每季都招
募了上百名练习生参赛。

多位专家表示，随着选秀
节目热播，练习生市场走热，要
高度关注这个领域的乱象，切
实保护青少年群体的利益。

专家建议，相关部门应加
大对市场的规范，同时有关平
台也要注意对信息的监测和审
核，减少不良信息传播。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
教授张力表示，应提醒希望进
入娱乐行业的青少年和他们的
家长，“要警惕违法分子虚构所
谓‘出道’机会，诱导收费和签
约。其行为可能涉嫌诈骗。”

而对于怀揣艺术梦想的年
轻人，业内人士建议，不要轻信
网络上不明身份者的许诺。当
有自称“星探”的人主动联系
时，一定要查验对方公司资质
及其真实身份。“一般来说，线
上的联系我们会采用蓝V账
号，线下的选拔对于业务能力
也有硬指标要求。”北京坤音娱
乐经纪有限公司经纪人兰振
荣说。

兰振荣表示，签订合同时
要注意明确条款内容及违约条
款等。“对需要缴费、签约年限
短但违约金高的内容要提高警
惕。未成年人的辨别和自我保
护能力较弱，签约应在家长监
护陪同下进行。”

张力建议，在面对练习生
招募时要注重隐私保护，不要
在网络上随意发布包括自己真
实姓名、家庭住址、身份证号、
高清照片等个人隐私信息。

据新华社电

“3万元包出道”“5万元就可拍电影”……不少青少年对“明星梦”满怀憧憬，网络
社交平台常常发布各种“练习生招募”信息。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练习生的选
拔，实际上是“钓鱼”青少年实施敛财。

■ 相关链接

文旅部：

把道德评议
纳入考核体系

针对当前文娱领域出现的违法
违规、失德失范现象，文旅部8月30日
发布《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加强文艺工作者教育管理和道德
建设的通知》，进一步加强文艺工作
者教育管理和道德建设，树立文艺
新风。

通知要求，相关单位要结合实际
工作开展法律教育，特别是宪法和民
法典、著作权法、税法等重点法律法
规的学习和宣传，重点教育引导具有
社会影响力的演艺人员强化法律意
识、提高是非辨别能力，确保文艺工
作者知法、懂法、守法；要组织学习相
关部委关于治理天价片酬、“阴阳合
同”、偷逃税等问题的文件精神，以及

《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
法（试行）》等行业规范，教育引导广
大文艺工作者不碰“红线”，不触“底
线”，提升职业操守；要建立健全优秀
文艺工作者的遴选推介机制，在选派
参加重大活动以及选拔优秀人才等
方面予以倾斜。

在加强规范管理方面，要结合实
际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严格规范、从
严管理演职人员商业活动，特别是要
从严审批公职演职人员在所属单位
外开展个人商业活动；要加强重大题
材创作管理，做好文化和旅游领域重
大活动参与人员的审核工作，决不为
违法违规、失德失范人员提供舞台和
平台；强化约束机制，加强违法违规、
失德失范行为的风险监测研判，做到
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对于可能造
成不良影响的人员和问题，要果断采
取应急性管控措施。

在加强道德建设方面，要把道德
评议纳入考核体系，将评议结果与业
务考核、职称评审、职级晋升等挂钩，
时刻督促提醒文艺工作者敬畏纪律
规矩、严守道德底线，做到德艺兼修。

据《北京晚报》

3万元包出道 5万元拍电影？

揭揭秘秘““演演艺艺练练习习生生””招招募募乱乱象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