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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段“婚姻”的登记地，
她甚至没听说过

小梅出生于 1990 年。2023 年
10月，她与相识多年的未婚夫来到
广西南宁的婚姻登记处，提交相关
材料后，等来的却不是结婚证，而是
一个让他们震惊的消息。

当事人小梅说：“民政局工作人
员帮我查询时，发现系统里显示我
有过6段婚姻。被结了6次婚，我觉
得很不可思议。”

经过仔细查询后，工作人员告
诉小梅，这 6 段记录，时间集中在
2013 年到 2014 年，分别在浙江衢
州、山东临邑、湖南湘潭、福建莆田、
河北保定和安徽肥西这6个城市的
民政部门进行过登记。听到这一消
息的小梅彻底蒙了，这 6段婚姻竟
然自己都不知道，这几个城市她压
根都没去过甚至都没听说过。

这 6 段婚姻记录中，最早的一
条是 2013 年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
区登记的，于是，小梅给衢江区民政
局打去电话了解情况。

衢江区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听
闻后表示，想要撤销婚姻登记记录，
就要证实小梅是被冒名顶替的。工
作人员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了
案。但报案以后，公安机关调取了

资料，表示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不予
立案处理。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呢？工作人
员提出，小梅可以向婚姻登记所在
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
经调查审理后，可以向民政部门发
送撤销婚姻登记的司法建议书。但
要这么做，对于小梅来说却是个不
小的负担。

“要通过诉讼程序（撤销婚姻登
记）的话，可能会很久。而且这些记
录遍布全国各地，我自己还有工作
要忙，一个人没办法请假去办这些
事，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十分困难。”
小梅说。

考虑到小梅的实际情况，工作
人员建议她可以申请检察机关介入
监督。通过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核实
权，查清事实真相，进而根据调查结
果监督相关行政机关撤销虚假的婚
姻记录。小梅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采纳了这一建议。

短期内反复登记结婚、
离婚，多处细节有悖于常理

2023年11月，衢州市衢江区人
民检察院收到了小梅提交的检察监
督申请书。在详细了解情况后，检
察官发现，这 6段婚姻登记记录确
实存在着不少的疑点，小梅在2013

年、2014年短短两年的时间，有6条
婚姻登记的记录，最短一次仅间隔
了一个月，很明显不合常理。

如果说这6起结婚登记的都不
是小梅本人，那为何婚姻登记表上
有她准确的身份信息呢？经过仔细
回忆，小梅想起自己于2013年 5月
曾丢失过身份证。

2013年5月份丢失了身份证，而
就在同年6月，小梅的名字就出现在
了衢江区民政局的婚姻登记表上，和
她登记结婚的，是衢江的金先生。

检察机关通过审查案件材料中
的结婚照，发现照片上女子的外形
跟当事人小梅的外形差异比较大，
初步研判小梅被冒名登记结婚的可
能性非常大。

如果结婚登记照上的女子不是
小梅，那又会是谁呢？调取了所有6
段婚姻登记留存的材料后，检察官
发现 6 张登记照上的女子为同一
人，衢江区人民检察院当即协调当
地公安机关，对照片进行比对，最终
确定结婚证上的女子并不是小梅本
人，而是一个叫王某的人。

检察官分析，王某应该是获取
了小梅的身份证后，利用她的身份证
号、户籍地址等真实信息，制作了虚
假的户口本等相关材料登记结婚。

那么，王某又为何要以别人的
身份去登记结婚呢？为了进一步了

解情况，检察官找到了金先生。回
忆起十多年前的那段婚姻，金先生
依旧耿耿于怀。那是在2013年，他
经媒人介绍认识了这位自称是小
梅，其实是王某的女子。

从始至终，金先生对于这名女
子的身份都没有过怀疑。他看过对
方的身份证，显示的是小梅的姓名，

“照片上的长相，我没和她（王某）仔
细对比过。”

没多久，两人就到了谈婚论嫁
的阶段，金先生说，当时双方就彩礼
的问题进行了商议，金先生承诺两
人领证后就给对方5万元彩礼。

随后，双方就在衢州市衢江区
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并在一起生
活。但很快，金先生发现这个女子
的表现有些异常。婚后不久，王某
就开始不断地向他索要戒指、项链、
彩礼等财物。

对于这个认识时间并不长的妻
子，金先生也留了个心眼，没有当即
把当初约定的 5万元彩礼钱给她，
想着再相处一段时间增进了解，可
还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该女子就以
回老家迁户口为由离开了。

结婚还不到一个月，这位新婚
妻子就彻底消失了。2014年 3月，
金先生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
和这名女子的婚姻关系，法院经审
理后判决准许两人离婚。

直到后来检察官找到金先生，
他才知道，当初和自己结婚的女子
是冒用了小梅身份的王某，而根据
金先生的描述，检察机关认为，王某
这么做是为了骗婚。而随后进一步
的调查也证实了检察官的判断，相
关裁判文书显示，2015 年，王某因
犯诈骗罪被河北法院判处刑罚，而
在判决书中，也提及了王某冒用小
梅的身份进行骗婚的事实。

那么王某在衢江的骗婚行为是
否要受到刑事处罚呢？检察官研究
认为，在衢江的这起案件，犯罪涉及
数额较小，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量刑幅度内，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不
足 5年刑罚的刑事案件，追诉时效
是 5年，王某在衢江的犯罪行为已

经过了刑事追诉时效。

促多部门履职，消除假
婚姻登记影响

这 6 段婚姻记录的背后，受影
响的不仅是小梅，还有包括金先生在
内的6位被骗婚的男子。现在，小梅
被冒名顶替的事实已经查清。接下
来，检察机关需要帮助他们消除因虚
假的婚姻登记记录带来的影响。

根据调查的结果，衢州市衢江
区人民检察院向衢江区民政局制发
检察建议，依法督促其撤销小梅和
金先生的婚姻登记记录。在收到检
察建议后，民政部门迅速撤销了这
条婚姻登记记录。

同时，衢江区人民检察院也将
调查的结果同步给了山东临邑、湖
南湘潭、福建莆田、河北保定和安徽
肥西的检察机关，共同督促相关行
政机关将涉及小梅的所有虚假婚姻
登记记录撤销。

在婚姻登记系统中，小梅被冒
名顶替的婚姻记录都已经撤销，但
是，还有一份生效的法律文书上有
小梅离婚的记录。当初发现王某联
系不上后，金先生就到法院起诉离
婚，法院也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判
决准许离婚。

检察机关认为，应当从当事人
小梅的角度考虑，不仅要撤销被冒
名顶替的婚姻登记记录，还要纠正
这起因虚假婚姻登记所产生的离婚
判决。

检察机关根据前期收集到的证
据材料，向法院发出了再审检察建
议书。法院再审认为，检察机关提
供的证据证明小梅的身份信息被人
冒用，与金先生登记结婚，如今婚姻
登记已撤销，小梅和金先生之间也
就不存在婚姻关系，因此裁定撤销
此前作出的原审判决，驳回原审原
告金先生的起诉。

2024年 7月，小梅和未婚夫再
次来到婚姻登记处，这次，他们终于
如愿拿到了属于两人的结婚证，也
给他们的这次遭遇画上了句号。

她第一次去民政局，却发现6次婚姻记录

第一次踏入婚姻登记处，
却发现自己竟然“被结婚”了，
而且还是6次。如此不可思
议的事，就发生在广西女子小
梅的身上。

据央视新闻

低价体验课受欢迎，年
轻群体趋之若鹜

记者打开多个生活服务App看
到，“9.9元解锁新技能”的帖子比比
皆是：“周末不知道去哪的时候，打开
App找你喜欢的项目，舞蹈、声乐、陶
艺、乐器、调酒、拉花、茶道、插花，各
种9.9元体验课”“体验课种类繁多，
包括水彩画、街舞、钢琴、马术、咖啡
培训、网球、滑雪等。只需9.9元，就
能打卡新鲜有趣的课程”……

相关平台数据显示，2024 年 7
月至 9月，“体验课”搜索量环比增
长364%。随着巴黎奥运会网球冠
军郑钦文带动的运动热潮，网球体
验课笔记量3个月内增长48%。低
价体验课正以“低门槛、高性价比”
吸引大批消费者。

上海市杨浦区的陈先生一直想
学习专业烹饪，但动辄上千元的课
程让他犹豫不决。去年10月，他偶
然刷到一家知名培训机构推出的
60元 4节中式烹饪课，每节课学习
3道菜。

除了常见项目，体验课中还有
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较少接触的

“高端”项目。天津市武清区的王女
士曾认为马术是“贵族运动”，但一
次 9.9 元体验课改变了她的看法。

“不仅学了马术知识，还真骑上了

马！”她感慨道，低价课让“遥不可
及”的项目变得触手可及。

记者注意到，低价体验课并非
无门槛，大多数商家都仅限首次到
店的新客使用，到店前需要与商家
预约，且只能购买使用一次。也有
一些商家限制了体验课的使用时间，
如每周仅工作日可用、每天仅在固定
时间段内可用或需等待凑齐一定的
人数，以“开班”的形式授课。尽管如
此，一些消费者仍然趋之若鹜。

商家为引流，背后也有
转化焦虑

于消费者而言，如果能用低价
学一门课程自然是开心的，但对于
商家来说，其目的何为？有业内人
士介绍，低价体验课是商家吸引潜
在客户、建立信任并推动长期转化
的核心策略。通过降低初次体验门
槛，商家能够展示服务质量，培养用
户习惯，同时收集用户需求。

“比如常见的朋友圈集赞可9.9
元抢购价值几百元的编程培训课
程，目标人群明确，只要有较多的家
长和孩子看到这条信息后愿意去机
构试听，再加上优惠促销活动，当场
报名或是考虑后报名的家长还是比
较多的，因为只有有相关需求的人
才会参加这种体验课活动。”这名业
内人士说。

北京某击剑俱乐部教练柳先生
告诉记者，其所在俱乐部给首次来
训练的消费者准备了 18元的体验
课，时长两小时，内容和日常课程一
样，提供全套击剑设备以及教练全
程指导。“很多学生会选择体验课，
他们也是俱乐部后续潜在学员的主
要来源。”

实际上，低价引流并非稳赚不
赔。安徽省宿州市书法教师张先生
坦言，尽管99元 8节体验课吸引大
量学员，但绝大多数只为“薅羊毛”，

“得知正式课价格后，几乎无人报
名”。“体验课转化率低怎么办”“体
验课结束后怎么跟进”……在社交
平台，有不少类似的疑问和讨论。

从“超值”到“踩雷”，相
关投诉屡见不鲜

低价体验课并非总是物超所
值。某第三方投诉平台数据显示，相
关投诉超万条，问题集中在“缩水服
务”“强制推销”“虚假宣传”等方面。

还有一些推出体验课的商家追
求流量忽视内容质量。公开报道
称，某舞蹈体验课仅安排简单热身
动作，教练全程敷衍；某茶艺课内容
与免费短视频无异，缺乏专业深度；
更有机构因转化率低，长期不更新
课程，导致讲师麻木授课，形成恶性
循环。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王
燕妮指出，低价体验课广告通常属
于“要约邀请”，但消费者付款并预
约后，双方即形成合同关系，“即便
价格低，商家也需按承诺提供服务，
否则构成违约”。然而，维权成本高
让消费者却步。“9.9元课程不满意，
多数人不会耗费精力投诉。”王燕妮
说，这助长了部分商家的侥幸心理。

消保委建议：严审资质
优化评价

如何让低价体验课既吸引人又
留住人？专家与从业者提出多维建
议。

从商家的角度来说，应坚持质
量为本杜绝套路。江苏省消费者权
益保护委员会建议，商家应注重在
课程内容质量和服务水平上下功
夫，提供言之有物的课程内容，营造
轻松愉悦的体验环境，满足消费者
的期望值，激发消费者的“深造”兴
趣，变“流量”为“留量”。

从平台的角度来说，应严审资
质优化评价。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
护委员会建议，平台要履行审查义
务，上架相关内容时，提前审查商家
教培资质；同时完善评价机制，通过
开通用户举报渠道等方式堵住“刷
好评”的漏洞，让评价回归真实，保
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

低价体验课调查:9.9元4节马术课靠谱吗
1 元 体 验美食制

作、1.9 元体验少儿/成
人钢琴一对一课、9.9
元体验 4 节马术兴趣
课、11.9元参与心理沙
盘体验课……

记者近日注意到，
从日常技能到小众兴
趣甚至平时较难接触
到的“高端”项目，如今
在各类生活服务 App
上都可以花低价体验
到。这类课程以“低成
本尝鲜”为卖点，成为
年轻人丰富生活的新
选择，但也因服务质量
参差不齐、营销套路频
出引发争议。低价体
验 课 上 完 后 效 果 如
何？商家如何在低价
引流与品质保障之间
找到平衡点？消费者
又 该 如 何 避 免“ 踩
坑”？记者对此展开调
查。

据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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