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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速递

□ 白 瀛 王思北 王 鹏

“用数据标榜热爱，唯氪金

才是真心”……“新华视点”记者

调查发现，很多青少年粉丝投入

大量时间和金钱给明星打榜应

援，一些粉丝的非理性行为、基

本价值观令人忧虑。

近期，中央网信办针对部分

平台在产品设计和功能设置上

诱导粉丝非理性打榜等问题，要

求平台采取措施，优化榜单排名

规则。

打榜之路：数据注水、
互黑、不停花钱

打榜应援是随着互联网发

展出现的一种粉丝追星行为，通

过投票或者募集资金购买与偶

像相关产品，对媒介榜单的排名

施加影响。与之相关，粉丝以微

博、微信、QQ等线上平台为媒

介，形成了分工明确、职责清晰

的“饭圈”社群。

今年6月，上海市青少年研

究中心一项7000多名中学生参

与的调查表明，44.9%的中学生

会线上应援，包括打榜、反黑、控

评、集资、参与超话、观看直播、送

偶像礼物、参与QQ群等粉丝群

聊、二次创作或转发正主作品、买

周边、海报、代言等。

调查发现，一些青少年粉丝

不但会为偶像在多个平台的榜

单助力，还会花大量时间获取额

外打榜票数。如新浪微博刚刚

下线的“明星势力榜”，粉丝需要

在“超话”中发布与偶像相关的

微博并与其他粉丝互动，以此增

加偶像的分数，这比以投票获取

榜单积分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

“外人觉得像这样做重复性

的事情没有意义，完全是在浪费

感情和时间，但我想说如果是为

他打榜应援，我没有任何怨言。”

一名粉丝说。

一些粉丝的非理性行为、基

本价值观令人忧虑。有的粉丝常

常会对不同意见不分青红皂白地

口诛笔伐。“只要你说的不是我想

要的，就会组织很多人去举报一

个人的账号，让他的账号炸掉。”

不久前“退圈”的薛薛说，“如果不

这样，你喜欢的明星就出不了头，

或者你的账号就会挨揍。”

打榜数据注水已是公开的

秘密，很多人对此安之若素。“刷

榜怎么了？谁家‘爱豆’的榜单

不是靠刷出来的？粉丝有钱支

持自己的偶像有错吗？”粉丝小

颖说。

打榜给不少粉丝带来很大经

济负担。除了投票类榜单，不少

平台设置的榜单都以粉丝购买偶

像演艺作品、代言产品所投入的

资金作为依据，有的平台还设立

了复杂的统计规则，并且榜单更

新越来越频繁，不少粉丝花费大

量金钱打榜应援。

薛薛说，此前有的明星榜单

设置了“榜单搬家”规则：一个练

习生出道后需要从“新星榜”搬

到“内地榜”，而这个“搬家”费，

经常要花费百万元级别的资金。

“我真的觉得打榜应援就是

‘割韭菜’的游戏，想方设法让你

多花钱。但是没办法，很多人都

被裹挟到这条路上了。”一名粉

丝说。

一切为了流量

专家认为，当粉丝由单纯的

追随者变成了主动的参与者，他

们开展一系列打榜应援活动，目

的不仅是为偶像积攒人气获得更

多的流量，同时也是为了实现自

我认同。而经纪公司、平台和品

牌商家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制造

了一条商业利益巨大的产业链。

一切为了流量。互联网时

代，数据和流量代表明星的知名

度，拥有高流量的明星拥有更高

关注度和曝光度。广告、影视剧

投资方也更偏爱人气高、粉丝多

的流量明星，因为他们往往能够

带来更多的商业利益。

一名业内人士说：“以前演

艺圈里也有类似现象，粉丝会购

买喜欢的歌手、演员的海报、唱

片。但不同的是，以前大部分偶

像艺人是靠作品出圈，现在的偶

像基本是靠流量说话。”

为提升偶像的热度、知名度

和商业价值，打榜应援成了粉丝

重要“职责”。一名已经“退圈”

的粉丝说，去年初，某“爱豆”的

商业活动因故停摆，粉丝就通过

做数据打榜的方式，让他在每个

平台的数据都占据第一位。

“粉丝打榜多了更能被资本

看到，资本看到得多了，‘爱豆’

就可以拥有更多资源。但粉丝

其实可能一直是被资本牵着

走。”这名粉丝说。

此外，专家分析认为，粉丝

打榜其实是一种“情感投射”。

他们投入情感、时间、金钱为偶

像提升人气，将理想型自我、情

感及价值观投射到偶像身上。

“很多粉丝有一种养孩子的感

觉，所做的一切就是‘妈妈一定

会努力的’。”薛薛告诉记者。

“青少年处于特殊的成长阶

段，渴望通过加入特定的组织或

所钟爱的明星‘饭圈’投射自己的

梦想，打榜应援正好可以满足这

方面的需要。”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王四新说，青少年的价值观尚未

完全形成，畸形打榜会误导他们

不去通过真实的努力奋斗取得成

功，而是通过虚幻或心理投射的

方式来满足自己特殊成长时期的

心理需要。

有效整治让网络空间
回归理性

面对打榜应援乱象，一段时

间以来，主管部门和部分平台都

出台了治理措施。

中央网信办针对部分平台

在产品设计和功能设置上诱导

粉丝非理性打榜等问题，要求平

台采取措施，取消定时提醒设置

和相关打榜应援产品，并下沉榜

单入口，同时督促平台进一步优

化榜单排名规则，降低粉丝签到、

点赞、评论等积分在排行指标中

的权重，增加作品质量、公益活动

等正能量指标。

新浪微博下线“明星势力

榜”，下线明星分类“积分助力”机

制，定期巡查下线娱乐明星类“超

话”打榜做数据等违规版块，治理

恶意刷积分行为；抖音下线赠送

荧光棒打榜功能、定时通知打榜

功能和明星榜单的打榜入口，撤

销粉丝贡献排行榜；腾讯视频对

存在打榜和粉丝排名功能的星耀

榜、小岛贡献榜、守护计划明星榜

和粉丝榜下线整改。

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平台的

算法推送容易不断加强粉丝“刻

板成见”。对此，中宣部等五部门

日前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

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指

出，要健全完善基于大数据的评

价方式，加强网络算法研究和引

导，开展网络算法推荐综合治理，

不给错误内容提供传播渠道。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

中心副主任朱巍说：“一方面，平

台要用看得见的方式整治涉及

打榜乱象的行为，通过关停账

号、完善榜单排名机制、加强审

核管理等方式，切实履行好自

身义务；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应

加强互联网生态整治，让网络

空间回归理性，告别非理性的

‘打投’。”

此外，有专家认为，影视和广

告等行业应加强自律，减少使用

流量明星，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

压缩打榜乱象的生存空间，营造

风清气正的娱乐圈生态。

“互联网平台应该为青少年

提供更加充裕的优质内容，让他

们在网络空间有更多选项，有效

避免把大量时间和精力倾注在

为偶像打榜应援上。”王四新说。

据了解，下一步，中央网信

办将重点关注粉丝、网络水军等

群体恶意注册、集中刷量、刷热

搜词等违规行为，同时要求重点

平台逐步建立完善粉丝明星经

纪公司及粉丝团社区行为指引，

明确明星及其经纪公司、粉丝团

队粉丝的引导责任，共同规范粉

丝群体网上行为。

花费大量时间金钱打榜应援为哪般
中央网信办针对部分平台在产品设计和功能设置上诱导粉丝

非理性打榜等问题，要求平台采取措施，优化榜单排名规则

□ 刘洪明 格桑边觉 李 键

西藏近年来把特色产业开

发作为农牧业供给侧改革的主

攻方向，开展青稞、牦牛、藏猪、

羊等传统产业项目“换代升级”，

综合效益愈发显现。老树逢春

吐新芽，西藏传统产业在转型中

正迈向高质量发展。

创新改革提升农牧业效益

昌都市类乌齐县引导牧民

将牦牛、草场入股，打造“种草-

养畜-加工-销售”产业模式，赢

得群众“点赞”。

“在牦牛育肥基地入股2头

牛和 4亩草场，去年牦牛分红

1100元，草场一亩分红800元，

自己不用操心，还有多出来的时

间打零工。”类乌齐县宾达乡央

宗村村民西嘎说，村民把牦牛、

草场入股到央宗牦牛育肥基地，

可享受土地租金和利润分红。

央宗牦牛育肥基地年均出

栏600多头牦牛，均被送到藏家

牦牛股份有限公司加工。如今

这家加工厂已生产多种商品，进

入了天津、重庆、四川等地市场。

阿里地区日土县白绒山羊

产业受限于养殖经营模式落后、

技术人才薄弱等因素，曾一度

停滞不前。对此，河北援藏工

作队接洽多家企业，探索开展

订单养殖收购，带动群众增收。

日土县热帮乡龙门卡村村民

扎西次仁，全家养殖山羊400多

只。他说：“以前羊绒卖给商贩，

一斤100多元。去年政府统一收

购，价格更高，我家共售卖200斤

羊绒，收入达3万多元。”

据统计，在日土县，去年企业

共收购白山羊绒 56.7 吨，惠及

2300多户牧民，户均增收1300

元。河北省第九批援藏干部、阿

里地委副书记韩学军说，他们计

划利用3年~5年推动日土县健

全种羊繁育、创新产品销售体系

等，实现白绒山羊产业提质增效。

传统农牧民成产业工人

在那曲、阿里、日喀则等高

寒牧区，越来越多的纯牧业村跳

出传统生产方式，部分牧民已变

身为产业工人。

海拔4000多米的日喀则市

定日县克玛乡帮布村，牛羊成群，

膘肥体壮。帮布村采取“村党支

部+牧户+合作社+公司”运营模

式，让牛羊变资产，群众变股东，

效益明显。35岁的村民东次仁

是合作社饲养员，照看着800多

只绵羊。“在这里打工每月有

3000 元工资，还有分红可以

领。”东次仁说。

如今，西藏越来越多村子通

过成立合作社与大企业合作的

模式发展养殖业，将传统家庭散

养升级为产业化、规模化、标准

化的养殖模式。

帮布村的牛羊统一销售到

位于萨迦县的日喀则百亚成农

贸有限公司。这是一家全产业

链畜牧业企业，已辐射带动养殖

合作社783个，劳动力转移4万

人，吸纳220名群众长期就业。

34岁的朗加是萨迦县扯休

乡扯休村村民，也是日喀则百亚

成农贸有限公司的员工。他说：

“我们村有20多人在这里上班，

每月工资5000多元，再也不用

去外地打工了。在家门口上班，

既稳定又能照顾农田。”

多方支持完善产业体系

日喀则被誉为“西藏粮仓”，

青 稞 年 产 量 占 全 区 比 重 近

50%。然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青稞加工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产

品的附加值不高。

为此，中国人民银行日喀则

市中心支行组织银行机构推出

以“青稞贷”为代表的特色信贷

产品，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市银

行机构累计向1244家企业和农

户发放贷款2.39亿元，支持青稞

产业发展。

“以前是青稞加工小作坊，后

来想提升品质、扩大规模，我从农

行江孜县支行共贷款1850多万

元。”江孜县一家青稞企业负责人

小索顿利用贷款，把小加工坊发

展成知名青稞食品公司。

8月4日，国家粮食产业（青

稞深加工）技术创新分中心在拉

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挂牌，将建立

国家粮食产业（青稞深加工）技

术创新中心数据库。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

济研究所所长扎洛表示，在封建

农奴制时代脆弱的自然经济基

础上，西藏跨越一道又一道发展

鸿沟，经济快速增长，逐步建立

了现代经济体系，经济结构不断

优化。这使西藏区域发展更加

均衡且可持续。

创 新 传 统 产 业 力 促 经 济 转 型
西藏近年来把特色产业开发作为农牧业供给侧改革的主攻方向，开展青稞、牦牛、

藏猪、羊等传统产业项目“换代升级”，综合效益愈发显现

本报讯 记者何玲报道

日前，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

为进一步提升市场主体使用

外部评级的自主性，推动信

用评级行业市场化改革，决

定试点取消非金融企业债

务融资工具发行环节信用

评级的要求，并自发布之日

起实施。

公告显示，试点期间，非

金融企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暂时停止适用《银行间债券

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

工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

行令〔2008〕第1号，以下简

称《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规

定；公告未说明的债务融资

工具发行与交易的其他要

求，继续按照《管理办法》规

定执行。

记者注意到，央行试点

取消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

具发行环节信用评级的要

求，是近期五部委联合发布

《关于促进债券市场信用评

级行业健康发展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的具体落

实。《通知》要求信用评级机

构加强评级方法体系建设、

完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机

制、强化信息披露等，同时强

调优化评级生态，推动信用

评级机构切实发挥债券市场

“看门人”作用。

业内人士表示，监管部

门近年来针对评级行业的整

顿改革，旨在推动评级行业

由“监管驱动”向“市场驱动”

转型。取消强制信用评级监

管要求不代表不需要债券评

级，作为债券市场重要的基

础性制度安排，信用评级的

质量和区分度的提高，有助

于推动评级行业切实发挥资

本市场“看门人”的作用，助

力债券市场健康发展。

央行试点取消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发行环节信用评级

本报讯 7 月份，中欧

班列运营品质持续提升，全

月开行 1352 列、运送货物

13.1万标准箱，同比分别增

长 8%、15%。中欧班列自

2020年5月起连续15个月

单月开行千列以上，自今年

5月以来连续3个月单月开

行超1300列，有力保障了国

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国铁集团货运部负责人

介绍，铁路部门充分发挥中

欧班列战略通道作用，积极

应对疫情影响，加强运输组

织，提高运营品质，推动中欧

班列安全稳定运行和持续强

劲增长。主要措施有：

一是积极助力国际抗疫

合作。为满足国际防疫物资

运输需求，中欧班列发挥国

际铁路联运优势，对防疫物

资实行快装快运、应运尽运，

7月份运送防疫物资21.5万

件、1257吨。

二是进一步提高口岸通

道能力。铁路部门充分利用

霍尔果斯、二连等口岸站扩

能改造后增加的能力，加快

推进满洲里、阿拉山口等口

岸站扩能改造工程，积极配

合口岸监管部门提高通关能

力和作业效率，实现中欧班

列稳定增长。1月~7月，西、

中、东通道运量同比分别增

长44%、18%、35%。

三是确保通道安全畅

通。在郑州遭遇罕见特大暴

雨后，国铁集团调度中心准

确掌握中欧班列在途运行位

置，密切关注水害地段通过

列车情况，分阶段推算列车

通过水害地段时间，及时发

布调度命令，做出运输组织

调整，减少积压和滞留，共组

织迂回运输50余列。

（樊 曦）

中欧班列连续15个月单月开行千列以上
自5月以来连续3个月单月开行超1300列

推动信用评级行业市场化改革

广西柳州：上半年新能源汽车实现产销两旺
广西柳州市工信局近日统计显示，2021年1月~6月，柳州市新能源汽车销售完成19.9万辆，产销

两旺。近年来，柳州市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不断提升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图为柳

州一家汽车企业工人在新能源汽车生产线上忙碌。 新华社发（黎寒池 摄）

本报讯 8 月 12 日 ，

2021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

论坛（以下简称“太原论坛”）

召开新闻媒体对接会。山西

省委宣传部、省网信办、省发

改委、省科技厅、省生态环境

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商务

厅、省卫健委、省外事办、省

能源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

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经济日

报社、中新社、中国改革报社

等中央驻晋媒体以及山西日

报社、山西电视台等省内主

流媒体记者参加会议。

据悉，2021年太原论坛

将于 9 月 3 日~4日在省城

太原举办。

太原论坛理事会副理

事长兼秘书处执行秘书长

孙跃进主持会议时，首先简

要通报了《2021年太原能源

低碳发展论坛总体工作方

案》。他表示，太原能源低碳

发展论坛是2016年经国务

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国际

性、专业化论坛，是扩大高水

平开放的重要平台，目前已成

功举办了四届，在国内外能源

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跃进强调，2021年太

原论坛将是世界能源领域的

一场“思想大餐”。届时国内

外能源领域大咖将齐聚太

原，共话“碳达峰、碳中和”

愿景下的能源转型和高质

量发展，为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国家战略目标发出山

西声音，在能源改革与绿色

发展方面讲好山西故事，助

力山西实现全面绿色转型

发展。

据悉，2021年太原论坛

的主题为“能源、气候、环

境”，届时将举办开幕式暨高峰

论坛、六场分论坛以及信息发

布、圆桌会议、项目签约等一系

列活动，活动多样、精彩纷呈。

会议还就如何做好本届

论坛的宣传报道工作进行了

对接。 （田孔社）

2021 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将举行
将举办开幕式暨高峰论坛、六场分论坛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