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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怎么这么燃。”一条仅185秒的
视频，在 8 月 1 日上线视频网站哔哩哔哩
（简称 B 站） 之后，获得了 52.7 万播放和
5400多条“弹幕”、1500多条评论。弹幕，
是哔哩哔哩等网站最早在国内使用的一种评
论方式，指的是在观看视频时，直接在画面
上弹出的评论性字幕。在这条视频中，只要
打开“弹幕”按钮，满屏幕的“生日快乐”

让人几乎看不清画面。关掉“弹幕”之后，
会看到人民解放军英姿飒爽，在天安门城楼
接受检阅，在祖国的大西北、南海和天空中
实弹演习，配上非常有节奏感的音乐，让观
众热血沸腾。

视频的上传者，叫“极目中国”，由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信息中心运营。事实上，在哔哩
哔哩上，“极目中国”已经上传了180多个视

频，其中很多都登上了B站“热门排行榜”。
而像“极目中国”这样，以视频形式在

网络上进行传播的官方机构，正越来越多。
各级党和政府、中央级媒体、科研机构等，
在话语体系改革过程中，恰逢视频尤其是短
视频时代来临。

思想一解放，办法就来了。在视频传播
的时代，官方机构正有着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照片说明：

图①：人民日报抖音号。

图②：“中国消防”微博。

图③：“央视新闻”微博。

图④：“极目中国”在哔哩

哔哩上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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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弹幕”，走近年轻人

“原来这是广电总局的账号？”在“极目
中国”前述视频的弹幕上，出现了这么一
条，说出不少网友的心声。

过去，一提起官方机构，人们传统的印
象是高高在上的，信息发布基本是通过媒体
或者官方网站，用词谨慎、严肃，但缺乏亲
和力。从严肃的面孔，到被人们喜爱的新面
孔，这中间是思路的变化。

弹幕文化，是哔哩哔哩在国内推广开来
的。作为年轻人喜爱的视频网站，截至今年
第一季度，哔哩哔哩月度活跃用户 1.72 亿
人，这一数字是 3 年前的 3 倍。值得注意的
是，过去 3 年，哔哩哔哩新增用户的平均年
龄均为21岁。

这意味着，以“极目中国”为代表的官
方机构，在这样的网站上传播时，瞄准的是
年轻人。而年轻人表达喜爱的方式，就是让
他们发布的视频上飘满“弹幕”。在“弹幕”
上，他们获得共鸣，也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例如，在“极目中国”181 条视频中，有几
十条都被“弹幕”占满了屏幕，以至于不少
用户需要看两遍，一遍关掉“弹幕”，一遍打
开“弹幕”。

在“弹幕”中，年轻网友们的基本价值
观也得以表达。“看见没？这就是我的国
家”，“今日的每一寸土地乃至飞机、战车都
是先辈用血肉之躯换来的，铭记历史，感恩
祖国，感恩先辈”，“辛酸的成长，艰难的蜕
变，曾经没有铁甲炮弹的守护，只有血肉与
信仰的永驻。灼热的伤口里，永不磨灭的崇
高在流淌，苦难里，你们的超越将长存”，

“谢谢你们保家卫国，辛苦了”……
官方机构正是在这样的交流中，与年轻

人互相了解，产生共鸣。
用哔哩哔哩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睿的

话说，他们希望打造“一个属于用户的社
区，一个用户感受美好的社区”。而在用户感
受美好这个维度上，官方机构其实做出了诸
多努力。年轻人喜欢的风格，成为官方机构
努力的方向。

事实上，到哔哩哔哩开设视频账号，已
经成为官方机构新的潮流。越来越多的主流
媒体和政务机构选择做出这样的探索，其中
不乏成功案例，比如央视，其制作的 《主播
说联播》《康辉vlog》合集等栏目在哔哩哔哩
上广受欢迎。

除了央视旗下媒体矩阵，人民海军、空
军在线、观察者网、环球时报、中国日报以
及共青团等早已入驻 B 站。其中，共青团中
央、观视频工作室、央视频等粉丝量已达数
百万，成为知名账号。

短视频来了，政务新媒体跟上

4 月 28 日 ， 中 国 互 联 网 络 信 息 中 心
（CNNIC） 发布第 45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截至今年3月，中国网络视
频 （含短视频） 用户规模达8.5亿，其中短视
频用户规模为 7.73 亿。截至今年 3 月，中国
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 6.94亿，占网民整
体的76.8%。

报告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底，我国
31 个省 （区、市） 均已开通政务机构微博，
各行政级别政府网站共开通栏目数量 24.5万
个 ， 政 务 头 条 号 82937 个 ， 政 务 抖 音 号
17380个。

短视频行业和政务机构账号数量同步上
升的时代，两者的结合几乎是必然的。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政务新媒体从“两
微一端”（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 向短视
频平台、知识分享平台和 FM 音频平台拓
展。业界一般认为，这股潮流始自 2018 年，
大量政府部门入驻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
台，推动着政务短视频数量快速增长，催生
了一系列政务短视频“爆款”作品。

比如，2018 年 3 月 8 日，中央政法委官
网“中国长安网”成为入驻抖音的首家官方
政务号；2018 年 5 月 3 日，北京市公安局反
恐怖和特警总队开通“@北京 SWAT”抖音
号，首支视频播放量过亿，一小时粉丝增长
33 万，赢得了近 900 万点赞，引领了抖音平
台上军警训练视频的拍摄热潮；2018年10月
9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务新媒体“工信微
报”入驻抖音、快手短视频平台……

短短几年间，各大政务账号，就在短视
频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仅以公安政务抖
音号为例，数据显示，到今年 6 月就已经有
4597家之多，入驻账号仍然处在稳步增长的
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是抖音上第一
个粉丝量过亿的账号，目前已经超过1.1亿关
注者。有分析认为，这充分说明，人们喜欢
通过短视频平台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

而在微博的“自然—视频社区”，自然资
源部官方账号成为了重要的内容来源。8 月
21日，自然资源部展示了江苏盐城湿地珍禽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实拍视频，其中既有

沟港河汊纵横，也有野鹤云游天际，既有惊
起一滩鸥鹭，也有万鸟群居的场面，十分热
闹。这些时长很短的视频，取得非常好的传
播效果。

如今，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上，
网友刷到官方机构做的内容，早已成为家常
便饭。

直播，难以替代的参与感

“各位老铁，如果待会儿手机太抖，是因
为我在跑，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嘘，直播
抓人呢！”镜头里，警察拿着手铐，对直播间
里的网友说完这几句话。还没等把镜头调整
过来，犯罪嫌疑人就已被扑翻在地，整个抓
捕过程不到 5 秒，两名便衣民警就已架着嫌
疑人上了警车。

这不是电视剧，是5月8日下午，武汉警
方首次全网独家直播抓捕电信诈骗犯罪嫌疑
人。通过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快手号“平安武
汉”的快手直播间，民警主播“皮蜀黍”和
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公安分局民意街派出所
刑侦副所长苏鹏一起，全程直播蹲守及抓捕
过程，邀请网友云助力一线刑侦民警。顺
便，在这个过程中为大家普及了反诈骗相关
知识。

抓捕之前，为了不打草惊蛇，苏鹏和同
事们已经在嫌疑人所在的小区蹲守了 8 小
时，而且没有暴露警方位置。

此次直播，是快手 5 月“快安全直播
季”的系列直播之一。该活动由快手联合国
家卫健委、交通运输部、教育部、公安部新
闻宣传局等机构发起，汇聚多家活跃在快手
且有较大影响力的政务号，围绕重要节日，
聚焦不同主题，通过直播的形式，展开为期
一个月的安全宣传。

直播，成为吸引人们关注有关部门工作
的重要途径。尤其在重大事件中，产生着越
来越难以取代的现场感和参与感。

6 月 25 日，第 10 个“世界海员日”。这
一天，交通运输部联合快手特别推出独家直
播，通过“中国交通”、“南山海事”、“蛇口
海事”三大官方快手账号，带领网友共同欣
赏大国重器。直播中，网友们不仅看到了船
舶模拟驾驶器的现场操作，更是跟随直播镜
头登上亚太领先的深水作业船——“海洋石
油 291”号，深入了解海员工作和生活的一
线情况。

7月，央视频在知乎发起9次直播，主要
聚焦于文化类节目，每期主打一个贴近生活
的文艺类优质主题，既使网友享受了知识盛
宴，又能够为山区扶贫做出贡献，引发大量
网友响应。

8月16日—17日，共青团中央在微博上发
起“青联大会”和“学联二十七大”两场直播，邀
请众多大咖齐聚直播间，带来诸多精彩内容。
全国团委矩阵、微博大 V联动助力，让多个直
播相关话题冲上微博热搜前几名。

事实上，疫情防控期间，直播更是成为

有关部门的“利器”。
例如，北京大兴区榆垡镇推出了“线下

走访帮办理、线上主播讲政策、专员服务解
难题”的服务模式，多点对接，为镇域百姓
提供全方位的政务服务。为了方便群众办理
业务了解业务流程，榆垡镇申请了抖音号

“榆生有你”，利用“抖音”平台进行线上直
播，就政策要点、办理流程、申请方式、办
理业务中的常见问题，为群众解答疑惑。与
此同时，榆垡镇还通过微信、腾讯会议等多
种线上方式，村级代办员代办业务线下方
式，对村内群众及居家观察人员办理各类服
务事项，确保政务服务不断档。

全新“人设”，全新形象

微博上，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官方微
博“中国消防”像一个热心的大男孩，每天
不断更新各地消防相关新闻，科普消防知
识，还经常在微博上“捕捉”网友存在消防
隐患的行为，同时一直和微博用户进行互
动。这个拥有 810 多万粉丝的官方账号，成
功为自己立了一个“人设”（人物设定）。

随着关注“中国消防”的人越来越多，
网友们开始习惯向他们主动爆料一些存在消
防隐患的事件。就这样，“中国消防”影响力
越来越大，也有了更多为网友传播消防知识
的机会，为后续的消防工作降低了沟通成本。

近几年，政务账号正逐渐摆脱传统的
“说教”，将专业内容用趣味性的方式传播出
来，不仅可以更好地传达正确的价值观和正
能量，而且越来越受到用户的认可。事实
上，由于视频这种形态具备的直观作用，许
多政务账号都在这种全新的媒介形态帮助之
下，拓展了更多职能，甚至大大促进着工作
的开展。

仅以微博上的政务视频为例。
8 月 20 日，暴雨入川，江水猛涨，洪流

冲淡巴适的茶馆和龙门阵。火焰蓝的任务，
是击退洪水，让生活回归安宁。“@湖南消
防”“@贵州消防”“@云南消防”“@陕西消
防”四省 500 余名火焰蓝队伍增援入川，四
支队伍汇聚，和“@四川消防”，共同守护人
民安全。而这一过程，是直播给广大网友的。

8月 21日 14时，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联
合 CCTV“等着我”栏目直播两场被拐家庭
认亲活动。

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报告中，网
络视频 （含短视频） 已成为仅次于即时通信
的第二大互联网应用类型。这一报告指出，
“ （“ （网络视频网络视频）） 与其他行业的融合趋势愈发与其他行业的融合趋势愈发
显著显著，，尤其在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上作用尤其在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上作用
明显。”

给人们带来最直观印象的是，在脱贫攻
坚战中，视频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2020年以来，政务人员“直播带货”也
在如火如荼地开展。面对今年多地因新冠肺
炎疫情出现农产滞销的情况，淘宝、快手、
微博等平台，纷纷推出相关活动，通过以县

长为代表的政府官员们的影响力、地方政府
及媒体的支持，帮助农户将农产品推广销售
出去，同时带动当地电商发展，实现“造血
式”帮扶。仅在快手一个平台上，自 3 月起
已举办近 200 场此类直播，累计带货销售额
超3亿元。

而在知乎这一知识分享平台上，有关机
构不仅积极设置问题，引导网友互动，同时
也踊跃地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吸引更多网
友关注话题、参与讨论产出知识性、高质量
的回答内容。比如，今年 6 月，海南省禁毒
委员会办公室巧借周杰伦新歌，翻拍了一首

《海南禁毒民警版 Mojito》 火遍全网；7 月，
他们推出新作，以综艺节目 《乘风破浪的姐
姐》 为样本，翻拍了一首海南女警版 《无价
之姐》，收获超过215万的播放量。

据了解，近年来已有 4 万多机构号入驻
知乎，围绕国家大事、社会热点、某一领域
知识科普等多元内容与知乎网友共同探讨互
动。短视频、直播等传播形式，日益成为党
政机构与网民互动交流的新方式。

正是在这样的尝试中，官方机
构正越来越走近人们，尤其是走近
年轻人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