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 黑 榜

2021年浙江省AAA级
“守合同重信用”公示企业名单（2）

——发布来源：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

2021.10.22 星期五0606 CHINA REFORMCHINA REFORM DAILYDAILY

信之苑 Credit PalaceCredit Palace 本版编辑：孟佳惠 Email：crd_xyzhg@163.com 热线：(010)56805187

言之有信

河北内丘河北内丘：：““电商电商++直播直播””助力农产品销助力农产品销售售
近年来，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积极组织本土电商人才通过电商平台和直播带货方式，拓宽销售渠

道，向消费者推介当地农产品，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图为10月19日，在河北省内丘县柳林镇王家庄村，

主播通过网络直播销售红薯。 新华社发（刘继东 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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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掉“滤镜” 让分享回归真实

谁在击垮小红书引以为傲的“种草笔记”
□ 孙远明

滤镜与吹捧，正在击垮小红

书引以为傲的“种草笔记”。

过去的一周，小红书正陷入

“滤镜景点”质疑之中。不少用

户感叹，小红书笔记正失去真实

感与分享感，取而代之的是不断

涌现“尬吹”的软文与推广。针

对这一热议话题，小红书在官方

微信号“小红书”进行回应。对

于吐槽其“滤镜景点”的网络话

题，承认“部分用户在分享过程

中的确存在过度美化笔记的情

况”“观看者实地探访后出现较

大落差，产生了被欺骗的感受”，

并对此道歉。

据报道，在小红书发展过程

中，因内容引发质疑的问题频繁

发生。内容失真、泛滥的软广笔

记……成为让人诟病的地方。而

《齐鲁晚报》记者也发现，有不少

店家会通过买账号、找博主推文

等方式进行推广。有粉丝担心：

在被大量滤镜、广告信息充斥后，

小红书还是原来那个小红书吗？

饱受争议的“小红书滤镜”

近日，随着旅游景点的“美

片”不断涌现，小红书也因“滤镜

景点”一事持续发酵被推到了风

口浪尖。

不少网友在公共社交平台吐

槽，并做出对比图。经过艺术加

工后的“最洋气”的咖啡店实则是

路边不能容纳两人同时进入的门

头；经过滤镜加成后的地铁口下

沉式新晋咖啡店实则旁边还是未

施工完成的地铁工地；被称为小

镰仓的粉红沙滩，实则是杂草丛

生的河堤。这些“美好”景点，还

有各式各样的称号，比如，西安小

三亚、蓝色多瑙湖……有网友崩

溃：我再也不相信小红书了，要下

载国家反诈App了！

截至10月18日，热搜词条#

小红书的网图滤镜有多强#的阅

读量已达到4亿次。随着舆论的

发酵，网友的吐槽从景点打卡延

伸至饮食、穿搭、探店、妆护等各

个方面。

甚至有网友总结出小红书

笔记的惯用话术：衣不蔽体是

“太辣啦”，露这露那是“救命这

就是纯欲天花板”，上面长袖毛

衣羽绒服下面超短百褶裙是“救

命这一套穿上就是元气少女”，

还有一系列“奶乎乎”“超软糯”

“原地封神”等具有强烈小红书

风格的形容词。

“小红书精致地让人觉得很

不真实。”热衷于在小红书上搜寻

宠物喂养资讯的用户“蛋卷铲屎

官”告诉记者，“总的来说，小红书

还是挺有用的，但是需要自己甄

别风险。”

“其实没怎么踩过雷。”用户

“芭芭拉”回忆自己的经历，大部

分笔记推荐的探店体验还是不

错的，而那种可能会“踩雷”的景

点，在与其他平台的信息对比后

被淘汰掉了。

或许是工作性质使然，从事

品牌公关的陈凉也很少被小红书

滤镜“骗”到：“我自己就是做PR

的，能看出哪些是真心‘种草’，哪

些是付费博主。”她认为，小红书

滤镜更多体现在旅游景点上，“那

些博主拍的照片很好看，有很强

的欺骗性。”

有网友指出，在没有涉嫌虚

假宣传和营销牟利的前提下，小

红书平台和博主都没有错。对于

加滤镜，“拍照+后期修图是很正

常的事情，大家应该为发现美而

感到快乐。即便是犄角旮旯蛮荒

之地，能够利用摄影知识赋予景

色以美，正好侧证人们的审美水

平有所提高。”

至于相较其他类型的打卡笔

记，网红景点之所以被吐槽得最

厉害，是“因为它的代价更大”。

“有的人为了去看网红景点，千里

迢迢地请假或利用假期过去，浪

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自然比单

纯吃到难吃的食物或者买到质量

不好的衣服更让人生气。”

批量制造的“伪素人笔记”

“东西都是不买后悔，餐厅都

是好吃到流泪，景点都是超级出

片。”在豆瓣讨论组中，有网友如

此形容小红书的种草笔记。

作为一个“种草”社区，最直

接的变现模式是带货或者广告。

据了解，2020年，小红书的广告业

务营收约占其总营收的80%，截

至2019年5月，小红书注册用户

数量为2.5亿，每天有30亿次笔记

曝光。这些“种草”笔记成为商家

的广告发布手段，其背后巨大的

营收利益也促使一些“头脑灵活”

的人发现“商机”。

门槛不高的“种草笔记”能转

化为收入，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

人涌入小红书。小红书官方数据

显示，截至2021年3月底，小红书

月活跃用户超过1亿，平台上的内

容创作者超过4300万，笔记发布

量超过3亿篇。

周萌也是其中一个创作者，

看着关注的时尚博主们，拍着美

美的照片，就能有不菲的收入，让

周萌生出了“博主梦”。2020年

初，周萌曾设想，从购物笔记入手

吸引粉丝关注，再接品牌推广，成

为一名小红书时尚类博主。但运

营了一年半，周萌的账号始终没

有起色，粉丝量还是停留在500

以下。

“小红书竞争太大了，博主们

更新都很快，我没办法做到固定

的更新频率，并且内容不够垂直，

粉丝始终不涨”，周萌分析道。

像周萌一样，想通过小红书

获取收入的人还有很多，也由此

催生出了一批“职业团队”。这

些“职业团队”会招募写手，发布

“素人笔记”，为品牌做推广。一

开始是在微博、豆瓣等平台发布

招募信息，后来更是衍生出“通告

小程序”。

刘欢曾经在这类通告小程序

上参加过“博主招募”，她的小红书

账号只有几百个粉丝，由于运营能

力一般，又没有深耕垂直品类，几

乎没有品牌主动找她做推广。但

刘欢有着自己的变现之道，“没有

推广找上门，那你就主动去找推

广”。刘欢说，她找推广的地方是

一款通告小程序，该平台创立之初

号称“小红书通告广场”，能帮小红

书博主开启粉丝变现。

据悉，在通告小程序上，会有

品牌方或者中介发布“达人招募”

信息，同时注明产品明细、粉丝数

量、发布形式、执行时间等等。符

合条件的博主主动报名，按品牌

方的要求发布笔记后，就能获得

收入。笔记可分为原创、直发和

看图写文，但给出的价格却十分

低廉。例如：某品牌国潮穿搭推

广，要求小红书博主的粉丝量在

200～2000之间，发布笔记的报

酬是价值50元的衣物；一款弹力

袜推广直发，要求博主有2000粉

丝以上，给出的奖励为20元。

在刘欢看来，这种通告小程

序类似于“中介平台”，博主和品

牌方双方在平台匹配信息合作，

能让推广更高效。但也有声音认

为，该平台更像是公开化的“水军

平台”，职业团队们正批量制造

“伪素人笔记”。

深耕内容方能行稳致远

事件发生后，小红书官方表

示，将在未来尝试推出景区评分

榜、踩坑榜之类的产品，通过更好

的产品机制将“避坑”类笔记充分

展示给用户，为大家的决策提供

更多元的信息。

对此，有网友担心，一些探店

博主在探店的过程中只要是收了

钱就会无脑夸这家店有多好吃，

写一些虚假的评价。对家也可以

出钱让博主写哪些店踩雷，写一

些负面的评价。还有网友评论，

“之前是花钱打榜往上冲，这下好

了，有两个榜！还可以花钱往下

掉！一头羊宰两次……宰商家坑

买家！”甚至有网友怒骂小红书要

变小黑书……

比起“出台采坑榜，通过用

户反馈来优化内容更为合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

究院执行院长、广州数字金融创

新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认为，

“更加理想的方式，是通过更加

高效的算法，来提早发现这些内

容失真。在平台形成优胜劣汰，

风清气正，客观真实的内容氛

围，也是引导内容向更加规范的

表现方式靠拢。”

“不是说内容创作者不能‘恰

饭’（以此谋生），而是，用户希望

内容创作者‘恰饭’恰的明明白

白。”盘和林教授指出，“早期小红

书成立时，的确通过公益性的分

享赢得了一些口碑。但是当前小

红书已经拥有流量，却存在流量

变现问题，所以，其中立性就受到

了挑战，很多创作者开始将内容

和商业合作挂钩，这就导致了一

些分享内容不够客观。”

小红书作为“种草”平台，最

核心的在于将真正好的产品推荐

给用户。挣钱的同时，也要严格

要求自己。否则，有钱就可以发

推广，平台不去审核，也不关心真

假，以及商品效果是否属实，最终

伤的还是平台自身。虚假信息在

平台上泛滥时，也会丢失用户的

信任，进而遭到卸载。中国政法

大学传播法中心的朱巍在接受采

访时指出，“未来社交电商的健康

发展不能只依赖于网红和流量，

只顾‘种草’、不顾后果的推广是

短视的饮鸩止渴，可能会把平台

和品牌都拉下水。”

□ 屈 旌

近日，有网友吐槽小红书博

主发布的“滤镜景点”笔记，称观

看者实地探访后产生较大落差。

对此，小红书在官方微信上发文

致歉，称存在部分用户过度美化

笔记的情况，且社区内“避坑”类

的笔记展示不足，将尝试推出景

区评分榜、踩坑榜之类的产品。

小红书是一个分享类的社区

型 App，用户目标定位为年轻群

体，内容多为旅行、餐饮、购物、美

妆之类的分享，流量多了之后，也

具备了电商属性，很多人出门旅

游、吃饭，准备种草化妆品时，都

会打开这个App看一看。

而“网络照片P过头，一看实

景很下头”，其实也是常见现象。

从前没有小红书的时候，也有不

少人踩过旅行攻略、景点介绍的

坑。但是因为小红书现在用户量

大，其展示的笔记成为较为普遍

的参考标准，所以吐槽点就更为

密集、更具代表性，有部分景点的

晒图，已经明显超出了“用滤镜”

的范畴，和原景点不能说是相差

很大，只能说是毫无关系。

本来大家还在纠结讨论，这

事究竟是谁有错。有人说，人家

晒图的博主，会拍照会修图，似乎

也是人家的本事，你非要去看，看

了种草，又拍不出人家那样的效

果，能怪谁？但也有人说，大部分

的此类笔记都会加上“打卡必

去”“出片圣地”等推广词汇，其目

的不纯粹是为了自我展示，就是

为了吸粉，为了引导，那人家费时

费力地去了，发现货不对板，当然

有生气吐槽的权利。当注意力变

成了经济，每一个分享者和接受

者的关系，很难再那么单纯。

而众说纷纭之际，小红书出

来道歉，让人大叹一声“高明”，简

直可以写入“经典公关案例”的教

科书了。一句“不管是经历了失

望的用户，还是并没有遇到‘照

骗’的用户，我们都真诚道歉。”

姿势很低，站位却很高，揽过了 P

图过度的博主的道德责任，安抚

了落差太大的用户的失望心理，

还顺便上了一下热搜，推广自己

即将推出“踩坑榜”这件事，这应

急手段，这服务态度，建议各个服

务行业都赶紧拿出小本本抄一下

作业。

但这确实是平台应该做的。

社群平台或许控制不了每个用户

P图的行为，但应该尽量地展示更

多、更全面的信息，比如说一个打

卡拍照的景点，不能光呈现那些P

得如魔似幻的大片，也要呈现更

多“去滤镜”的分享，或者设置更

多的板块和标签，让大家便于区

分通过后期制作的摄影作品与实

景的区别。据统计，小红书的主

要流量来源是“发现－推荐页”，

也就是说平台推荐对于内容的曝

光度来说至关重要。那么，平台

遵循什么机制去推送内容，对于

用户体验影响是很大的。

从这一意义来说，小红书为

平台上泛滥着过度美化的内容，导

致用户踩坑而道歉，没毛病。平台

也的确应该持续倡导，优化规则，

让更多既美丽，又真实的内容呈现

在用户面前，尽量去遏制“照骗”行

为出现，而对于一些带有经营性质

的虚假分享，更应及时上报相关

部门，避免成为“虚假宣传”的帮

凶，让更多人上当受骗。

无论是个人分享，还是景点

营销，其实过度P图都是很蠢的做

法，毕竟大家都有眼睛会看，一个

人上当，十个人上当，难道还能有

成千上万的人不吸取教训，不断

踩坑吗？赚取流量、开发景点，难

道都只为了骗几个人就跑？正如

一些网友吐槽说的：“P 图 P 成这

样，不如不要分享景点，直接分享

修图课程可好？”

上网分享心得，本来是一件

很愉快的事，创造与他人的连接，

在交换经验与感受时，收获愉悦

和满足。滤镜太厚的分享，其实

就是一种欺骗，而欺骗是换不来

真心的朋友，真实的称赞和真正

的成就感的。所以，拿掉些滤镜，

回归真实吧，唯有真诚的分享，才

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