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沉
迷
。
刘
道
伟

作/

新
华
社

2023年8月11日 星期五
责编 黄小倩 美编 阳晖 05渝周刊XIN YU BAO

渝报
深度

编造传播虚假信息“造热点”
“蹭热点”“带节奏”，炒作敏感案
事件进行引流牟利；开设假冒媒
体网站和自媒体账号，打着“舆论
监督”等旗号，实施敲诈勒索……
这些行为被公安机关严厉打击。

公安部近日在北京召开新闻
发布会，通报开展网络谣言打击
整治专项行动 100天举措成效。
行动期间，全国公安机关共侦办
案件 2300余起，整治互联网平台
企业近 8000家（次），依法关停违
法违规账号2.1万余个，清理网络
谣言信息 70.5万余条，有效净化
网络生态。

热点案事件伴生谣言：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影响社会稳定

近年来，一些社会热点事件
中网络谣言乱象频出，严重扰乱
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人民群
众反映强烈。自今年4月10日开
始，公安部开展为期 100天的网
络谣言打击整治专项行动。公安
部网络安全保卫局政委孙劲峰表
示，行动期间，全国公安机关以强
有力的实际行动整治网络谣言问
题乱象，积极营造清朗有序的网
络环境。

此次发布会公布了 10起网
络谣言典型案例，包括四川公安
机关依法查处齐某某编造发布

“武汉小学生校内被碾压身亡其
母已收 260 万”网络谣言案。
2023年 5月，“湖北武汉一小学生
在校内被老师驾车撞倒后二次碾
压身亡”事件发生后，四川齐某某
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编造“小孩
妈妈哭得伤心都是演戏，一共赔
偿了 260万”等谣言信息，给当事
人造成严重伤害，造成恶劣社会
影响。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
齐某某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对
其网络账号采取关停措施。

“热点案事件发生后，往往带
有巨大网络流量，一些人员借机
编造发布涉事网络谣言，以达到
蹭流量、博取关注的目的。”公安
部网络安全保卫局二级巡视员张
俊兵分析，在信息不对称的客观
因素影响下，一些网民极易被谣
言信息带偏认知，客观上助推谣
言的传播扩散。

专项行动中，公安机关分类
分级、依法严厉打击了一批借热
点案事件有组织编造传播谣言的
策划者、组织者和主要实施者，共
侦办此类案件 500余起，约占案
件总数的 21%。其中，云南公安
机关对编造发布“云南工商学院
有女生遭 3名黑人性侵”网络谣
言的李某某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5
日的处罚；四川公安机关对编造
发布“大学生涉嫌卖淫 800余次，
赚 120余万元”网络谣言的唐某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网络水军”：
网络谣言滋生扩散的

幕后推手

“网络水军”为牟取暴利恶意
炒作相关事件，成为网络谣言滋
生扩散的幕后推手。

在安徽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的一起“网络水军”案件中，犯罪
嫌疑人刘某某组织人员开设多
个自媒体账号，大量编发相关企
业虚假文章，以负面炒作等方式
相要挟，实施敲诈勒索，共作案
100余起。目前，安徽公安机关
已对涉案犯罪嫌疑人全部依法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账号均
已关停。

部分“网络水军”团伙公司化
运作，运营大量自媒体账号，通过
批量编造发布各类虚假文章、视
频吸引眼球、引流牟利；部分“网
络水军”团伙在热点舆情事件中，
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蹭热点”收割
流量，甚至“造热点”，裹挟舆论、
误导公众；一些不法分子开设假
冒媒体网站和自媒体账号，打着

“舆论监督”等旗号，以编发炒作
虚假的负面信息相要挟，实施敲
诈勒索，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侵犯
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公安机关对编造传播虚假信
息“造热点”“蹭热点”“带节奏”，
利用热点话题炒作实施敲诈勒
索，通过炒作热点案事件引流牟

利，以及为虚假信息有偿代刷“转
评赞”的“网络水军”团伙扩线深
挖，依法开展侦查调查和打击处
置。专项行动中，依法侦办“网络
水军”案件 130余起，抓获犯罪嫌
疑人620余人。

“公安部将持续分类实施集
群打击，严厉打击‘网络水军’团
伙，全力挤压其违法犯罪活动空
间，切实维护网络公共秩序。”孙
劲峰说。

“流量经济”驱动：
依托谣言博取关注、

吸粉引流

当前，一些自媒体人员在“流
量经济”的驱动下，为了在短时间
内获得巨大流量，不惜以身试法。

“一些人利用公众焦虑、宣泄
情绪、同情弱者、围观猎奇等心
理，搬运加工、二次创作、东拼西
凑、张冠李戴甚至直接造谣，挑动
网民情绪、撕裂社会共识、污染网
络生态，对此必须坚决依法打
击。”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副局
长李彤说。

在一起案件中，陈某某为吸
引流量、让自己的网络视频账号
迅速涨粉，遂在广东深圳某地自
编、自导、自演了“自己被绑架”的
剧情，并配发“索要 50万元赎金”
的文字，相关视频发布后迅速引
发大范围传播扩散，严重扰乱公
共秩序。目前，深圳公安机关已
依法对陈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对其造谣网络账号采取禁言
措施。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公
安机关共侦办以博取关注、吸粉
引流为目的编造网络谣言案件
1000余起，关停或禁言造谣传谣
网络账号1万余个。

下一步，公安机关将坚决打
击整治依托谣言博取关注、吸粉
引流、增加广告收入、赚取平台补
贴、直播带货等违法犯罪行为。

平台监管不严：
谣言滋生的土壤

一些网站平台对网络谣言信
息缺乏有效管控，甚至为了流量
和热度，纵容网络谣言的传播，对
网络生态环境造成恶劣影响。

专项行动中，公安机关督导
网站平台完善信息发布审核、用
户实名管理等制度，从源头堵塞
网络谣言传播风险，累计组织签
订责任书 2180 份，开展网站平
台监督检查 5896 家（次），约谈
企业 652 家，责令限期整改 323
家（次）。

在湖南公安机关办理的一起
案件中，一段已被官方辟谣过的
谣言信息在属地某短视频平台大
量传播扩散，累计播放 200余万
次，转发分享8.3万余次。

经属地公安机关依法调查，
该短视频平台因网络安全管理制
度不健全，导致相关谣言视频在
该平台大量传播扩散。目前，湖
南长沙公安机关根据网络安全法
有关规定，对该短视频平台依法
作出责令整改、行政罚款 10万元
的行政处罚。

“依法依规铲除谣言滋生的
土壤，切断谣言传播链条。”李彤
表示，公安机关将下大力气加强
网站平台监管，不断健全完善自
媒体行业准入、内容审查、责任追
究等机制，完善监测、发现、辟谣、
处置全流程工作规范，严厉整治
编造传播网络谣言的平台和账
号，严肃追究网络谣言发布传播
的相关方责任。

目前，网络谣言打击整治专
项行动即将结束，为了持续保持
高压严打态势，公安机关已将包
括网络谣言、“网络水军”、网络暴
力等网络乱象整治纳入到夏季治
安打击整治行动中，继续开展重
点打击治理。

公安部提醒广大网民朋友
“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提高
对网络信息的鉴别、识别能力，不
转发任何未经证实的信息，避免
成为网络谣言传播的“二传手”。

公民发现个人合法权益因网
络谣言受到不法侵害时，要及时
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发现网络谣言违法犯罪线索
时，要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现在一些拍短视频的人，不断
编出一些剧本让孩子来当主角。有
些剧本内容三观不正，把孩子带歪。

张口闭口“段子”
只为节目效果

“我的人生规划是，让我爸把我
养到 20岁，让老公把我养到 60岁，
让我儿子把我养到 80岁，我啥也不
用干！”短视频平台上，一个看起来
也就是几岁的小女孩，大谈自己的
人生目标，这些话绝不是她这个年
龄段能说得出口的。

这番话语并非原创，网上早就
有了类似的段子。

另外一条视频中，爸爸想让小
女孩帮忙倒杯水，遭到小女孩拒绝
后，爸爸嘟囔了一句“养你有啥用
啊？”可没想到，这句话遭到了小女
孩的连珠炮还击：“你能把我从医院
抱出来，我也能把你从火葬场带回
来。你给我买大房子，我给你买小
盒子……”评论区里，有网友表达了

不满，“这样的话教给孩子说，别把
孩子带歪了”……

类似的摆拍，在网络平台上并
不少见。很多摆拍的“亲子搞笑”视
频，虽然表演痕迹很重，传递的也并
非正能量，但因为孩子说的话听起
来很逗，在涨粉引流上很有成效。
大谈人生规划的小女孩，一年下来
拍了100多条视频，所属账号也积累
了10万多粉丝。

还有的账号，已经到了流量变现
的阶段。一个同样以父女段子为主
题的短视频账号，粉丝已经达到了
1000多万。有的视频刚点开看，还像
是父女之间在闲聊天，可聊着聊着就
引入了广告。或是按摩椅，或是护
眼仪，或是购物平台的优惠活动，隔
一两个视频就会有一个广告视频，
内容完全是为广告而量身定制。

这些能吸粉的孩子，最大的特
点就是能说会道。有的孩子即使不
那么会说，视频博主也能用后期处
理的办法，营造出孩子在镜头前滔
滔不绝的假象。

视频背后有套路
剧本抓人眼球

这些利用儿童摆拍的视频的更
新频率惊人，很多都是日更，内容还
不带重样，都是怎么做出来的？记者
搜索发现，网上专门有一批短视频剧
本写手，以网店的形式接单，客户需
要什么样的剧本，他们就写什么。

网店中，无论是短视频剧本，还
是舞台剧、微电影、脱口秀的剧本或
文案，店家都能代写。

记者询问客服，自己想开一个短
视频账号，内容是家长和孩子在一起
时的搞笑段子，能不能帮忙写剧本？
对方则回问了孩子的年龄，性别，大
人谁参与出镜，随后开出了 1条 1分
钟剧本100元的价格，如果觉得剧本
效果好，长期合作还能优惠。

记者又咨询了另外几家网店，
发现 1分钟长度的剧本的售价都在
100元左右1条。

除了单独的网店，记者还在网上
找到了专门买卖短视频剧本的平台，

上面售卖的剧本也有很多是家庭亲子
主题，售价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

视频平台缺监管
导致恶意改编

这些通过剧本演出来的摆拍视
频，到底有没有规定加以约束？

一家短视频平台的社区公约中，
明确写道，“不能让未成年人从事与其
心智不符的，有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
表演或行为”。然而视频里那些孩子，
能说出大量远超该年龄认知的话语，甚
至有三观不正的嫌疑，显然已经违背了
这条公约，但平台并未对其进行监管。

缺乏监管的后果，就是有些流量
大的摆拍视频，还会被其他自媒体账
号掐头去尾截取，再加上虚假的日期和
地点，视频摇身一变成了“新闻视频”，
仿佛这个不是演出来的段子，而是发生
在生活当中的真事。处理过的视频被
转发于其他视频平台之上，因为孩子的
言语过于出格，还遭到了网友的言语攻
击，造成的影响十分恶劣。 据新华网

一

短视频行业发展速度之快、势
头之强，超出不少人的预期。

今年5月，《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
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2—2023）》
发布，报告公布了该行业发展的最
新数据：超 1.5亿网络直播账号、超
10亿内容创作者账号、近 2000亿元
市场营收。

“翻译”过来就是说，在“人人都
有麦克风”的当下，几乎“人人都是
短视频内容的创作者”。

具体来看，截至2022年，主播账
号累计开通超 1.5 亿个，同比增长
7.1%；短视频内容创作者账号（指账
号曾有过短视频内容创作发布行为）
累计超10亿个。在市场主体方面，具
有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经营资
质的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有6263
家，其中2022年新增企业1959家。

不难看出，尽管受宏观经济和疫
情影响，但短视频行业依旧“逆势上
涨”，表现出较强的韧性和发展潜力。

与此同时，主播群体已逐渐呈
现高学历化、年轻化、职业化趋势，
短视频创作者也正在向年轻群体和
中高龄群体两极发展。

多项数据综合下来可以发现：
短视频，正不断走向全民化。

二

你或许无数次想摆脱短视频，
结果发现它仍“无处不在”。有网友
这样形容短视频对当下生活的影
响：“某音15秒，人间两小时。”

短视频的快速发展，丰富了人
们的业余生活、拓展了社交方式，深
度嵌入生活消费。不过，“短视频上
瘾”问题，也被大众诟病，走路刷、吃
饭刷、睡前刷……特别是青少年沉迷
短视频的问题更加严重。有家长表
示：“感觉现在孩子刷短视频的瘾，
超越了当年的游戏《王者荣耀》。”

多项调查结果显示，短视频已
成为消磨时间的第一利器。有人疑
惑：抽烟、喝酒、打游戏上瘾，还可以
理解，为啥刷个短视频也容易上瘾？

你可能不知，短视频或许比你
更了解你。为何刷短视频总能刷到
自己喜欢的内容？比如，有人喜欢
体育，就总能刷到与体育有关的明
星八卦、新闻资讯、最新赛事等内

容，当然还会时不时遇到推销体育
产品的视频。

其实，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算法机
制”。对于平台来说，算法可以根据用
户的喜好和行为特征，将最符合用户
需求的内容精准推荐；对于用户来
说，不断刷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久
而久之，就很容易对平台产生依赖。

短视频的“短”字，让内容干货更
聚焦。当下，人们被“信息爆炸”的时
代洪流裹挟，都希望能花更少时间
获取更多有价值的内容，所以，不少
人选择以碎片化的方式获取信息。

抖音等平台的崛起，让自带“15
秒”“配乐+视频”“短平快”多重标签的
短视频确立了“江湖地位”：十多秒的
时间，将最核心的内容展示给受众，配
上极具矛盾冲突的画面、颇具洗脑效
果的音乐，让短视频能用最快时间抓
住受众眼球，给人以感官上的刺激。

社交互动功能让人更有参与
感。当前的短视频平台，显然不止
于提供视频内容，其社交功能更为
完善。以抖音平台为例，用户可以
观看视频或直播，而平台自带的社
群、电商、社交等功能，基本满足了
当下人们的各类生活需求。

当你的感官被不断切换的短视
频刺激，就会产生大量多巴胺，人也
会进入到兴奋状态。经过反复刺激，
大脑会逐渐对其产生“耐受性”，这就
是为何刷短视频会“越刷越兴奋”。

三

不过，当兴奋退去，你会突然发
现，花了几个小时刷短视频，除了

“短暂的快感”，似乎什么都没得到。
而比“短视频上瘾”更让人担心

的，则是短视频内容的屡屡越线、危
机暗藏。

比如内容同质化严重。很多网友
在刷到某个短视频时，经常会有这样的
感觉：“这个剧情，好像在哪儿见过。”

内容同质化的主要推动因素是唯
流量论。比如，在资本和流量的刺激
下，“泛知识”“泛娱乐”“剧情演绎”等
类型的短视频争相“狂飙”，但内容同
质化现象也较为严重。这些短视频一
旦出圈，马上就有人模仿抄袭，内容剧
情基本上看了开头，就能猜到结局。

比如平台审核把关缺失。相较
于传统的视频制作，拍摄短视频只
需一台手机、几个片段即可。较低

的准入门槛，让各类内容创作者、网
红主播争相涌入短视频赛道，这也
导致夸大虚假、粗制滥造等低质内
容频频登上平台。

与此同时，部分平台为博流量，
不断放低审核标准，或直接跳过审核
环节。内容把关的缺失，也是导致短
视频屡屡出现擦边色情、恶搞低俗，
甚至是违法违规等内容的重要原因。

比如“信息茧房”效应明显。“信
息茧房”是大数据技术、注重受众体
验、受众选择性接触心理等共同作
用的结果，往往带来的结果是进入

“认知陷阱”，在算法机制的影响下，
受众接受信息愈发不真实。

比如深陷“信息投喂”怪圈。更深
层次的，很多人担心短视频会让人丧
失思考能力。短视频采取信息“投喂”
的方式。长期刷短视频，会让受众习
惯被算法“喂养”，不愿再深度思考，
久而久之，专注力、思考力都会下降。

还有，“网红”效应导致部分人
价值观扭曲。近年来，在短视频风
口下，造就了一大批一夜暴富、日进
斗金的“网红大 v”。不少网红在直
播或者短视频中，满屏纸醉金迷，极
尽炫富低俗之能事。个别所谓“书
法家”在网上搞“书法表演”，笤帚泼
墨，大喊大叫，令人恶心。不少网
友，特别是涉世未深的青年学生，易
被假象迷惑，导致其金钱观、职业
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

四

短视频的“瘾”与“忧”，该如何

破题？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真假难辨、

善恶不分、是非不明，部分平台重流
量、轻管理，放任导向不良信息传播
的问题，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月28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副主任牛一兵指出，今年
将在去年相关专项行动的基础上，着
力解决平台审核松、推荐算法不科学、
流量分配机制不合理等突出问题。

可以说，这真是招招打在要害上。
对于短视频来说，内容审核关

口，犹如行业生死关口。短视频内容
生产者，特别是平台方，务必要履行企
业社会责任，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不能
只重经济效益，要更注重社会效益，坚
持正确价值导向，加强内容审核和安
全管控，确保网络环境风清气正。

对大众而言，逃脱大数据和算
法包围，不妨尝试逆向操作，训练

“我需要的算法”。刷到擦边、负面、
无用信息，尽快略过；刷到积极向上
内容，则可以多主动“转评赞”。这
个过程，实际就是“主动选择”“训练
算法”的过程，算法则会根据受众的
选择，进行调整转换。最终，我们不
再是被动的内容消费者，而是可以
主动设置议题、信息过滤的主导者。

短视频的“瘾”与“忧”，是将长久
悬在行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特别涉及到青少年刷视频上瘾带来
的一系列教育、管理、社会问题，应当
引起足够重视，未来如何破局，朝何
处发展，是短视频行业管理者、从业
者和广大受众亟需面对的问题。

据上游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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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热点”“蹭热点”“带节奏”
——谁是网络谣言的幕后推手？

说“大人话”的孩子成赚钱工具 一些短视频把孩子带歪

不是在刷短视频，就是在刷短视

频的路上。这可能是不少人当下的

生活状态。Mob研究院发布的《2023年短

视频行业研究报告》显示，在我国，短

视频人均单日使用时长近3个小时，

且持续5年呈增长态势。

有网友这样说：“除了工作、吃饭、

睡觉，绝大多数时间都被‘绑’在

了短视频上。”对于年轻网友，还

有个段子：小镇青年用快手，时

尚青年用抖音，吃瓜青年用微博，

知识青年用知乎，游戏青年用YY，

“种草”青年用小红书……

实际上，截至2022年12月，我

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10.4亿，成

为第一大互联网应用；其中，短视频

的用户规模达10.12亿，成为吸引网

民“触网”的首要应用。某种程度上，

我们已不自觉地生活在一个由短视

频搭建的“信息茧房”中，进去容易，

出来很难。刷短视频为何“停不下来”？除

了上瘾之外，大家还担忧什么？今天

我们来说说短视频的“瘾”与“忧”。

□ 新华社记者 任沁沁 熊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