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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吴欣宇

抄袭模仿、低俗擦边、耸人听闻的

谣言、千篇一律的剧本……不少人直呼

想刷到有营养有价值的短视频已变成一

件难事。不仅如此，虚假营销、不良价

值观引导以及短视频沉迷等问题更让青

少年和老年人屡屡受困。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

调查显示，73.7%的受访者刷到过低俗

劣质短视频。为何短视频乱象屡禁不

止？短视频乱象对老年人和未成年人有

哪些危害？在中国青年报社出品的新一

期 《参数》节目中，几个年轻人与专家

分享了他们的看法。

盗版、炫富等问题屡禁不止

在武汉上学的董家祥是一名短视

频博主，每天他会花大量时间刷短视

频。他感觉，短视频平台上普遍存在

着剧本痕迹重且同质化的短片，“比如

那些情侣号，我发现很多故事情节都

挺相似”。

来自湖南的教师唐畅也注意到，

“搬运类”的短视频非常多，很多都没

有标注出处。当她看电影解说等作品

时，会刷到许多内容相似的视频。

中 青 报 社 调 中 心 的 调 查 显 示 ，

65.1%的受访者认为“抄袭”“搬运”等

侵权盗版现象是短视频中比较严重的问

题，在短视频乱象中位列第一。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

任朱巍表示，短视频中的“抄袭”“搬

运”是侵害著作权的行为，主要原因还

是为了流量，而通过解说或评论的“二

创”在使用他人作品时，应在合理范围

内。他认为，在处理短视频版权侵权问

题时，应平衡好“二创”和版权保护。

除了盗版侵权，唐畅发现一些短视

频存在“炫富”“审丑”等不良价值观

引导，“类似讲自己很年轻就有很多存

款，大多数都是为了营销制造的假象，

但会传播焦虑情绪”。

24 岁的舆情分析师余甜坦言，自

己有时也会被短视频中渲染的焦虑情绪

所影响。“现在短视频中存在审美固

化，什么‘女团风’‘直角肩’‘氛围感

美女’，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一种新的流

行样板”。

唐畅感觉，短视频中的虚假营销问题

很普遍。“今年央视 3 · 15 晚会爆出的就

是网络主播通过卖惨、编排故事来博取老

人信任与同情。”

余甜觉得，健康科普领域短视频虚假

信息的问题也比较严重。“现在平台大多

只看流量，他们衡量一个作品好坏的标

准就是关注度、话题度，缺少正确价值

观引导。”

社调中心的数据显示，炫富攀比、内

容低俗、虚假广告营销也是受访者感觉比

较严重的短视频乱象。

老年人与未成年人成短
视频乱象主要受害者

在湖北工作的向荣是两个孩子的母

亲，她发现周末只要有时间，孩子就喜欢

拿手机刷短视频。“我不太赞同孩子过度

刷短视频，首先是影响视力，其次短视频

内容参差不齐，也担心会误导孩子。”

“学生群体普遍比较容易沉迷短视

频，他们的生活比较单调，有的家庭还缺

少陪伴，手机就成为他们的一个消遣方

式。”作为教师的唐畅认为，过度沉浸在

短视频的感官刺激中，青少年深度阅读能

力会下降，并且很多短视频中存在过度

“玩梗”的现象，会直接影响学生的语言

表达，“一些网络流行语、‘饭圈’词汇会

出现在作业里。”

来自福建的新闻与传播专业学生陈思

谋发现，现在很多青少年会通过制作一些

自认为很酷、很潮流的短视频让自己变得

更“合群”，“我最近遇到的一些比较叛逆

的学生，他们会在短视频平台上发一些抽

烟、校园暴力、飙车等可能涉及违法的内

容。长期接收这样的信息，不仅损害青少

年的逻辑能力，更会扭曲他们的价值观”。

朱巍表示，有些短视频中的不良价值

观内容比较隐蔽，有的是炫富，有的是引

发焦虑，还有的是煽动仇恨，这些内容的

创作者中，有的是利用青少年的痛点、同

理心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短视频乱象除了会对青少年产生直接

或间接的影响，也会使缺乏防备的中老年

人掉入“陷阱”中。

余甜身边就有长辈听信了一个没有资

质证明的短视频账号做的“健康科普”，

没有做好疾病的预防。“我也劝过家里的

长辈不要随便听信短视频说的，但比起我

说的话，他们更愿意相信那些流量数据。”

朱巍认为，之所以要着重保护老年人

的权益，首先是因为近年来爆出的被情感

主播洗脑、电信诈骗等网络乱象的受害者

大部分是老年人；其次，老年人在使用互

联网时存在数字鸿沟，很容易成为被影响

的对象。

如何守护老少群体权益

当遇到庸俗劣质的短视频，大家会如

何做？调查显示，61.6%的受访者会直接

划走不看。由此可见，用户在面对低俗劣

质短视频时，往往较为被动。但也有青年

表示，他们正在通过反向“训练”算法的

方式，抵制短视频乱象。

陈思谋在刷到不良短视频时，会按

“不感兴趣”的按钮，以此减少算法推送，

如果刷到明显涉及违法的内容，他还会举

报，“但感觉平台的打击是相对滞后的”。

余甜在刷到特别离谱的短视频时，会

去评论区“讨伐”，或者直接举报，但她

感觉平台大多只是下架内容或警告创作

者，违规账号很快又会“活过来”。

朱巍表示，目前针对短视频的内容底

线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法规，但在

打击力度方面，仍需要加强平台的自律，

比如加大技术巡查，一旦发现违规行为，

不仅要处理账号，还要处理账号背后的人

和组织。“现在一些大的平台正在积极落

实，包括在版权保护、内容安全巡查、举

报处理等方面，加强了很多。但有些小平

台可能为了获取更高的市场份额，落实起

来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在余甜看来，对于短视频内容，青少

年要提升思辨能力和媒介素养。“一个是

跟风的‘风’，一个是疯狂的‘疯’，现在

年轻人普遍会有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在互

联网上还是不要盲从，理性一些。”

陈思谋觉得，学校、家庭和社会应尽

早向青少年普及相关法律法规，让他们更

加合规地创作短视频内容。

唐畅认为，学校可以通过音乐、美术

等艺术课程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也可以

通过鉴赏一些优秀短视频作品提升学生的

媒介素养。同时她认为，家长应该在防止

青少年短视频沉迷上积极承担责任。“家

长要多陪伴孩子，培养他们更多的兴趣爱

好，也要利用好短视频平台中的‘青少年

模式’，为孩子们把好关。”

向荣平时会适当控制孩子们看电子产

品的时间，带孩子参加户外活动。“但有

时在家办公抽不出时间陪他们，这时给

孩子玩手机确实会减轻我们的负担。”虽

然她会给孩子使用“青少年模式”，也觉

得在时间控制上效果挺好，但她发现孩

子们有时在“青少年模式”中看到的内

容比较低幼化。“也不能完全不让孩子们

接触短视频，毕竟他们也有自己的社交，

还是要引导他们有意识地少玩，学会自己

分类。”

“‘一老一小’一直是我们社会法律

保护的重点，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更多的是

保护他们的合法权利，对老年人来讲更多

的是消除信息鸿沟。”朱巍认为，为防止

老年人掉入短视频“陷阱”，年轻人的陪

伴很重要。“有时间给父母打电话，多陪

他们聊聊天，告诉他们如何使用这些技

术，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加健康的方式。”

余甜期待社区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更多

帮助。“当年轻人不能时刻陪伴在老人身

边时，期待社区开展一些线下宣传教育和

知识科普活动。”

作为自媒体平台的一种，在治理短视

频乱象上，平台方承担着重要责任。近

日，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发布 《关于加强

“ 自 媒 体 ” 管 理 的 通

知》，通过“完善谣言标

签功能”“限制违规行为

获利”等措施，压实网

站平台信息内容管理主体

责任。

炫富抄袭虚假营销，短视频乱象在“暴击”一老一小

团双滦区委以
服务青少年成长成
才为工作主线，组
建“蒲公英”青少年
宣讲队，分类分层
开展宣讲，通过青
年读书会、青少年
演说大赛等多种形
式，推动党的创新
理论在全区青少年
中落地生根。截至

目前，团双滦区委累计开展各类主题
宣讲115场，覆盖青少年3万人次；深
化“金团助青企行动”，与承德农信社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成立乡村振兴金
融服务联盟，为青年创业提供交流平
台和金融支持；组建青年志愿服务队、
青年突击队，开展“助力乡村振兴”“文
明创城”“七彩假期公益课堂”“寸草
心”等志愿服务活动，开展“情暖童心”
系列关爱困难困境儿童主题活动，为
全区困难困境儿童点亮“微心愿”。团
双滦区委将持续践行“我为青少年办
实事”职责，深化青年之家、青年会客
厅建设，完善社区少工委功能，带领全
区青少年在全面建设新时代“经济强
区、美丽双滦”的进程中挺膺担当、勇
毅前行。

安溪华侨职校
团委秉持“德技并
修，多元成长，人人
出彩”的初衷，突出
党旗引领，把团工
作纳入党建工作计
划，深入开展“重温
党史，徒步长征路”

“少年说党史”活
动，赓续红色血脉，
传承红色基因；举

办“成人礼”“入团仪式”等仪式教育，
增强青年学子的社会责任感，厚植爱
国主义情怀；依托“大小值周”、膳委
会、宿管部，发挥团员联系群众、服务
师生作用，成为群众的“发言人”“帮帮
团”；立足地方产业，打造竹藤编技艺
工坊，传承国家非遗文化，弘扬工匠精
神，争做新时代“匠人”，践行“技能成
才，强国有我”誓言。未来，我们将朝着
成为全国 1000 所国家级优质中职学
校的目标迈进。

福建省安溪华侨职

业中专学校团委书

记 李活瓞

团河北省承德市双

滦区委书记 郝天娇

《参数》“短视频乱象”海报。 制图：林天羽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谭思静

“爸爸，我想先整理一下我的智能

书柜再去打篮球。”最近，正在读小学

二年级的陈梓谦认领了北京石景山雕

塑公园里的“更小读智能书柜”，成了

这一方图书小天地的管理者。

晚上 8 点，孙悦宁拉着妈妈来到

自己认领的“更小读智能书柜”前，非

要看一眼才能安心回家。孙悦宁的妈

妈说：“她觉得她认领了书柜，就要把

这个责任担当起来，我很支持。”

小朋友们认领的“更小读智能书

柜”，是北京石景山区文化和旅游局与

更读书社去年 11 月合作推出的一项

促进全民阅读的文化惠民工程。为满

足市民 365×24 全天候的阅读需求，

区文旅局决定采取政企合作的模式，

支持更读书社在全区 50 多个点位投

放智能书柜。

自推出后，“更小读智能书柜”

凭借 24 小时不打烊、爆款图书上架

快等特点快速打通市民线下阅读的

“最后一公里”，与公共图书馆、线下

实体书店形成了有益补充，吸引了许

多市民借阅。

随着暑期来临，更读书社向更读

志愿服务队的小朋友们发起了认领

“更小读智能书柜”的活动。更读志

愿服务队创始人朱彦杰说，“孩子们

一听到活动内容非常积极，两天的时

间，50 个点位的智能书柜基本都被

认领。大家的热情比现在北京的气温

还高！”

每天清晨，陈梓谦、孙悦宁还有

其他几十名小朋友都要去擦拭自己的

智能书柜，整理书柜内的书籍，检查书

籍借阅缺失情况，维护、调试书柜的借

阅程序。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向周边居

民宣传推广自己的智能书柜，了解大

家的阅读需求反馈给更读书社。

更读书社创始人康卜川告诉记

者：“我们要想尽办法让大家关注智能

书柜，让智能书柜‘活’起来，真正服务

大众阅读。”

在半年前，智能书柜投放石景山区

之初，康卜川坦言他们是在摸着石头

过河，“我们并不是第一家做智能书柜

的公司，但是通过智能书柜探索公共

文化服务模式，我们是‘第一个吃螃

蟹的人’。”

“更小读智能书柜技术系统”利用

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技术为不同场景的智

能书柜“因地制宜”规划书籍选取、更

换等问题。“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

设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康卜川说。

在政府之外，更读书社希望能够

联合公共机构的力量，“ 《中国青年

报》 作为一家老牌传统媒体已经在公

共文化服务领域耕耘多年，有长期积

累的内容策划优势，这一点正是更读

书社所缺少的。”

基于这个想法，在今年 5 · 19“中

国旅游日”，更读书社联合 《中国青年

报》对智能书柜进行升级改造，结合旅

游日的宣传主题，合作推出“中青荐书

—青年旅行枕边书”书单，使书柜中的

书籍焕然一新。

这份由《中国青年报》编辑记者推荐

的“旅行枕边书”书单包含了旅行随笔、

旅行小说等种类丰富的书籍。

其中一本由陆晓娅创作的旅行随笔

《旅行中的生死课》成功“击中”了石景山

区一位新手妈妈敬小华的内心。敬小华

在生宝宝之前非常喜欢旅行，但现在因

为宝宝年龄还太小，无法脱身的她常常

感到心情郁闷。在楼下的智能书柜看到

这本书时，她没有犹豫便借回家中，“阅

读的过程，我仿佛与作者一同旅行，一同

交谈，一同思考，让我暂时从家里的琐事

中抽身，非常解压。”

康卜川说：“通过鼓励阅读，让大家

的生活变得美好，让社会的书香氛围一

步一步有所提升，是我所从事的行业最

有价值的部分。”

“理想状态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应当是全社会共同参与，除了政府牵头、

企业与公共机构参与以外，也应该发动

大众的力量。”康卜川认为，如此才能形

成社会的良性互动。

如何将这些读者转化为助力公共文

化服务的势能？更读书社在运营中摸索

出了“更读志愿服务”模式——通过智能

书柜引导读者参与线下活动，在活动中

吸纳对阅读、公共文化服务有热情的读

者参与到更读的志愿服务活动中。

除了前面提到的暑期“更小读智能

书柜”认领活动外，前不久，在“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更读书社与石景山区

文旅局合作举办“藏书大作战”活动，

活动参与者只需回答问题便可以在现场

免费兑换一本与文化或自然遗产相关的

图书，并获得更读书社“更小读智能书

柜”一年期会员身份。整场活动吸引了

200 多个家庭参与，其中有 20 多个家庭

报名参与“更读志愿服务队”。

此外，还在“六一”儿童节等节点不

断开展活动。一次活动时，一位父亲对

康卜川说，“这样的公共文化志愿服务

活动，不仅增加了亲子相处的时间，

还从小培养孩子热爱阅读、乐于助人

的习惯。更重要的是，孩子会学习许

多相关知识并深度参与到公共文化实践

活动中。”

更读书社在前期会为志愿者提供专

业知识培训，比如书籍的养护、分类、

摆位，专业设备操作，书店营销策划，

图书馆运营等，让志愿者在活动中拥有

更多获得感。目前更读志愿服务队的志

愿者人数已达 3000 多人，活动内容包

含与阅读或文化相关的各类志愿服务、

公益活动、社区服务、教育服务、关爱服

务等。

“只有让更多的志愿者参与其中，

体会公共文化服务的苦与乐，才能推动

公共文化服务进一步向全民渗透。线

上购书平台的发展对线下实体书店的

冲击很大，每每看到一些线上平台打

着书店倒闭的旗号以极低的价格甩卖

图书，我都很心痛。”康卜川说，“我

们做实体书店、铺设智能书柜、搭建

志愿服务队、发起各类志愿服务活

动，都是希望让书籍

回 归 它 本 身 的 价 值 ，

让更多人从阅读中获

益，从公共文化服务

中获益。”

一台智能书柜如何助力公共文化服务

陈梓谦正在整理自己认领的智能书柜。 更读书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