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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

心存真善美

何需“人造正能量”

思考——

短视走不远
“取巧”难长久

当自媒体充斥在各种社交平台，我们日常接触的消息变得五花八
门。同时，新闻的准确性也变得格外“飘忽”。摆拍、造假、假装权威瞎
科普，将官方媒体的消息断章取义，使其变得耸人听闻。于是每逢大事
件，我们看到了各种“惊人消息满天飞，辟谣和反转紧相随”现象，新闻
发布成了鉴定大赛，民众看个消息都化身鉴定大师，一不留神就可能成
为他人赚钱的数据。

于是为了流量，有人搏出位、有人语不惊人死不休，更有人踩着法
律和道德的红线来回试探。当然，那些出格的自媒体是走不长远的，当
国家开始对这些网络上乱发声的自媒体进行约束，他们又有了新招
儿。既然好新闻不好找，那就自己演一出，是真是假无所谓，反正无论
什么时候，总有单纯善良的网友为其贡献热度，就算被拆穿了引来一片
骂声，同样也是在涨流量，更为下一次更新的推广打好了基础。

网
络上人人都可
以“发声”，影响力越
大所要应承担的责任
也就越多，这一些对官方
媒体和自媒体同样适用。当
然，舆论只能引导而不是镇
压，网络上每一个个体都是独
立的，任何“发声机构”和个人对
他人都没有强制的约束力。为
了维持社会舆论的和谐氛围，无
论是官方媒体、自媒体还是提供
新闻服务的网络平台，都应自觉
承担起责任，而不是为了流量而
玩弄舆论。

对于某些“看似人造正能量，实则为流量”的自媒体，想
有所约束，就须做到多方抵制。相关监管单位要加大管罚力
度，提升其对方的犯错成本，而不是简单的封号了之。对于提供
服务的网络平台，要加强自查和内容审核，面对群众举报快速反应，
而不是对流量大的“大V”、营销号“睁一只眼、闭一人眼”。作为消费
者和流量数据的网民，对没有准确来源的消息不要轻信，及时将发现
问题新闻的自媒体拉黑，而不是以“对线”的方式宣泄怒火，顺便给对方
送流量。

不仅仅是生存于网络环境时代的自媒体，其实在哪儿都有“人造精
英”。有摄影师为拍摄效果绑住小动物“摆拍”，有“民间科学家”声称
制造出水动力的永动机，还有“气功大师”“太极宗师”以一敌十、无人
能近身……但人造的终是虚假，这样的“聪明人”最终都被扒下“行
业精英”的外皮，露出不堪的内核。“聪明人”的套路和结局告诉我
们，虚假是走不长远的，对自己和他人都要保有一颗赤诚之
心。心存真善美，方能处处见光明。只有踏踏实实地努力、
认认真真做事，才能真正收获累累硕果。

编前语：
“考上清华的女大学生跪谢父母。”当高考成绩出来时，看到这样的新闻，感动了多

少父母、激励了多少学生。可惜，当大家满怀热情地给视频“点赞”后，揭秘的却是“这只
是一场事先排练好的表演”，刚刚的感动顿时变得索然无味。

去年6月，也有一段很火的“监控视频”：高速路上，小男孩身后有车急驰而过，旁边
人见义勇为救男孩儿于危难之间。看到视频的网友纷纷心怀祝福地给好人“点赞”，却
不承想这又是一场“大秀”。

网络发展到现如今，人人都有麦克风，想要“声大”就得“与众不同”。“反转”，已经是
互联网时代消息传播的无奈，网民已经习惯却仍在害怕，分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如果一切都早已安排，那我们又在真情实感个什么劲儿？

人为制造“正能量”的人怎么不明白：如果只想看演出来的内容，我们为啥不去看影
视剧，至少影视剧的质量和内容更好。我们之所以会关注、“点赞”“小视频”，就是为了
见到现实中的真善美。在此，也奉劝那些总想“搞点儿大新闻”的自媒体：少一点儿套
路，多一点儿真诚。

随着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出炉，有几则
“女孩考上大学跪谢父母”的短视频引爆网
络。其中一段视频中，穿着校服的女孩，一
边哭着奔向一位戴着安全帽的男子，一边
说，“爸爸，我考上了！”进而跪地痛哭。再
配上“百善孝为先”的文案和煽情的音乐，
感动了不少网友。然而，在其他几段视频
中，还是相同的故事，但爸爸则变成了“植
物人”“捡瓶子”的人。

网友们发现，这几则视频中的女孩应
该是同一个人。随后视频拍摄者也承认，
这几个视频的内容都是“演出来的”。但面
对被“欺骗感情”的网友们，拍摄者却回应
说：“我从来就没说过我的段子是真实的，
如果你觉得我在骗你的眼泪，那我想请问
一下，你们看那些韩剧哭得眼泪稀里哗啦
的，你们怎么不去找他们呢？我这个本来
就是一个正能量的段子，想让小孩子知道
父母不容易，然后他们去上学、去感恩父
母，就这么一个段子，我有错吗？”

从“女孩子考上清华跪谢父母”的感
动，到发现雷同视频的存疑，再到拍摄者承
认是在“人造正能量”，并毫不认为自己有
错。这一连串的“新闻”出现和“反转”，十
分典型地展现了网络时代自媒体过度追求
流量的生存状态：蹭热度、造新闻、被反转、
不认错。

这并不是个例。去年底，一则“男子
拉起男童拯救两个家庭”的暖新闻视
频也遭遇了“反转打脸”。原视频
中，一男子在车辆启动前拉开躲

在车后的小男孩，避免大祸。许多网友看
到后，也是纷纷给视频里的男子“点赞”。
不过，这同样是一则“人造”暖视频。该视
频模仿监控，甚至还在视频画面中标注

“监控”字样，最终被查出为河北一农民小
伙拍摄，目的也是为了“用这种创意传播
正能量。”

今年四月份，安徽阜阳的民警对两位
“想拍正能量视频”的拍摄者进行了教育和
处罚。原来，两人为拍视频，将一辆轿车违
规停放在阜阳市的一处桥头，两名“演员”
坐在一旁，表演饮酒摔瓶。两人违法停车，
在非机动车道拍照、拍视频，民警对以违法
行为传递正能量的两位拍摄者陈某、王某
进行了批评教育，对陈某违停行为进行了
处罚。

这些打着传播主流价值观的名义追
求流量的事件并不少见。随手搜一下网
络都能看到很多以“人造正能量”博眼球
赚流量的内容，由一些自媒体平台、营销
号扩散出来，再经大数据推广到个人，自
然就会让人觉得所见都是同类新闻，随处
可见消息反转。

现象——

难辨真假“正能量”
“新闻”处处有“反转” 大部分现代人的生活、娱乐和工作都依存

于网络。网络市场广阔、经营成本相对较低、
就业门槛不高，各类依托于网络的行业和平台
成为许多创业者的首选。在这个人人都能“发
声”的时代，随着网络从业者的增多，自媒体更
是成了热门行业。当“网红”、做“直播”、做“大
V”，甚至是各传统行业也纷纷加入进来，扩充
自己在网络上的影响力。

民众已经习惯了靠网络获取消息、发表自

己的观点，只要使用网络，就必然会通过各种渠
道接收信息，自媒体正是利用这些平台扩大自己
的影响力。这些本质上只为了赚钱的自媒体，自
然不会像官方媒体一样深入各行各业挖掘新闻
事实、追寻事件真相，而只是为了在众多同行中
抢到更多“流量”。在网络中，流量就是影响力，
流量就是话语权，流量就是“来钱道儿”，某些个
人和团队的价值取向也就变成了追求流量。

为了吸引流量，这些自媒体难免剑走偏锋

“抢先机”“搏出位”。但随着国家对网络环境
的管控力增强，民众也更喜欢积极向上的新闻
内容，于是某些习惯走捷径的自媒体又“灵机
一动”，开始“人造正能量”。同时，某些平台也
会为了流量对这些行为推波助澜，任由这些不
知真假的新闻快速传播，也导致后期“新闻反
转”频频发生。其实，这些自媒体和平台的目
的都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吸引流量，本质上就
是一切“向钱看”。

根源——

追求流量声势 无视责任担当

无论是“考入清华女生跪谢父母”，还是
“以违法行为传递‘正能量’”，从这些拍摄者的
回应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认为自己的初衷是
在“弘扬正能量”，甚至也没觉得自己的行为是
错误的。但也正是这些将民众的善良、感动玩
弄于股掌之中的行为，让民众对新闻和媒体的
信任度直线下降。“人造‘正能量’”看似在弘扬
正义，实则裹挟舆论声浪。为了流量，评论中

“水军和黑子共舞”，与不愿“交出智商”的网民
争执。

“人造新闻”的危害还不仅如此，一切人造
的都是可操控的，人造的善良磨灭着民众的同
理心，人造的争议事件消耗的是民众的正义
感。有些自媒体打着弘扬传统文化旗号，宣
扬“子女生下来就欠父母的，应跪谢父母生
养之恩”“守妇德的女人得幸福婚姻、享

美满人生”等封建糟粕思想夹杂之中，扭曲他
人的价值观。有的平台为了吸引流量，故意无
视这些问题内容，任由这些言论引起纷争、挑
起骂战，将人群分出不同标签，再制造出差别
和敌意，污名化群体，最后闹得一地鸡毛，却根
本不解决问题，只会扩大矛盾。

在网络中寻找共鸣声音、群起声讨反对者
的行为更是常见，任何一条新闻消息下
都能看到有不同观点的人在争吵。
这也是网络特有的一种现象，越
是有争议的，越容易聚集人
群，而人群就是流量，流量
换算价值。更让人
担 心 的
是，在
网

络中

任何观点都能找到认同者，加上消息传播迅速
和审核不严，导致了部分人的不良行为非但不
会被纠正，自身的错误认知反而影响了更多
人。

当民众对一切新闻报道都抱着怀疑的态
度，对任何“反转”都不再感到惊讶，被消耗掉的
不仅是民众的热情，更是整个社会积极向上的

风气。而由这些问题内容引发的
只有无谓的争吵，让人身处

纷乱，变得更富攻击性，
尤其是对三观未成型、
自控能力差又急于向
世界表达自己的青
少年来说，影响格
外惨烈，也是社会
所不能容忍的。

危害——

吹歪舆论之风 恶化社会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