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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人”同时要“防己”
如何防范由新媒体衍生出的“新式”诈

骗？
“防人”意识不可或缺。据警方表示，

对于各种“投票”活动，必须首先确认由正
规商家举办。同时，在需要填写银行卡号、
各类账号等个人信息时，要保持警惕，谨慎
对待。而对来源未知的链接、软件、二维码
等更要谨慎点击、扫描，从而避免手机被植
入木马程序，导致银行账号、密码等信息被
盗。而一旦发现被骗，则应立即向公安机关
报案，并提供骗子的账号和联系电话及自己
转账时的银行账号等详细情况，以便公安机
关侦查破案。

在“防人”的同时，用户也要注意“防己”。
无论新媒体技术为诈骗手段披上一层多么掩人
耳目的外衣，其原理也都“万变不离其宗”，即利
用人们贪小便宜的心理作案。

因此，面对网络上的各类“诱饵”，网友应
该牢筑自身的心理防线，不要因贪小利而透
露个人信息，或是点击、扫描可疑链接和二维
码，避免因贪小便宜吃大亏。同时，对于一些
朋友圈里的“拉票”“点赞”等行为，尽量不参
与，不转载，不做“为虎作伥”的事，还网络社
区一个干净的空间，从而避免让自己的朋友
圈变成“坑友圈”。

近日，两名河北农民的植树
故事感动了不少人。在河北井陉
县冶里村，身有残疾的贾海霞、
贾文其在 15 年的时间里植树上万
棵，把昔日荒滩变成了绿色丛
林。两人的经历被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 （CNN） 旗下的工作室制
作成短片，在优兔、脸书等平台
累计播放超过百万次，打动了全
球网友。消息传来，国内的社交
网络上出现了一片整齐的转发与
点赞。

不过，有国内媒体发现，其
实 两 人 的 故 事 并 非 CNN 首 先

“挖”出来的。实际上，早在2014
年，就有当地媒体乃至中央媒体
报道过这一事件。但直到最近外
媒介入，才引起广泛关注与热议。

一则不算新的新闻，为何非
要通过“出口转内销”的方式，
才能“刷”出热度来？有人认
为，这是因为新媒体环境下，受
众的口味越来越“重”了。

事实并非如此。“墙内开花墙
外香”的原因，不是“这届受众
不行”，而是国内媒体不够给力。

不可否认的是，在国际舆论
中，“西强我弱”的格局依然存在。
掌握着更多话语权的西方媒体主动
关注中国社会的正能量，确实是件
值得肯定与关注的事儿。

不 过 ， 把 外 媒 报 道 看 得 过
重，却助长了新闻“出口转内
销”之风。越来越多的国内媒体
与有关单位把“外媒转载”或

“外媒报道”当作评价工作的重要
标准。似乎只要外媒关注，就能
彰显出自己的影响力。也正因为
如此，很多国内媒体乐于“紧
盯”外媒的风吹草动，满足于做
新闻的“二传手”。这次有更多的
国内媒体参与到“内销”的传播
过程中，也是两名河北农民的故
事迅速“引爆”的原因之一。

要想感动别人，先要学会讲故事。新闻行业的“中
国制造”依然停留在“粗放阶段”。一方面，不少媒体沉
溺于生产“博眼球”的新闻，以满足受众“情绪需求”；
另一方面，对真正有内涵、有温度的新闻，却很少有媒
体人舍得花时间与精力去深入挖掘和精心制作。此次
CNN制作的视频，从视觉呈现到文字内容，都堪称高水
准。一家外媒尚且能够“不远万里”地来到中国，记录
两个平凡中国人的不平凡故事，国内的同行是否应当争
口气以图自强呢？

讲好中国故事并不是一句空话。如何转变话语方
式，用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故事？
如何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特点，把故事传播好？这考
验着中国媒体的能力与毅力。

真相：营销炒作 只为出名

可以播的那么多，为什么非要选择“地铁摆桌吃
喝”？常理来看，地铁是公共交通，需要公众遵守公共
秩序。而要想“火”，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在
公共的地铁上行私人之事——摆桌吃喝、晾衣服，破

坏和扰乱公共秩序，就显得很另类，甚至是“奇葩”。
也正是这样，才能引起公众关注。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不仅有网友认为这是炒
作，当事人也出面承认这确实是炒作，同时暴露的还
有其中一位当事人的网络主播身份。得知真相后，舆
论哗然，当事人的炒作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事
件成功实现二次炒作。

虽然被舆论指责、被工作人员批评教育，但这名
网络主播确实如愿以偿，他“火”了。炒作出名、聚
拢粉丝、变现谋利，一次特立独行的营销炒作远比几
十上百次精心策划的内容直播更见成效，何乐而不
为？正所谓，无论美名还是臭名，出名就行。

影响：质量下降 审美降格

“地铁吃喝事件”实际上是网络直播庸俗化和无聊
化现象的缩影。近年来，网络直播越来越火，行业竞
争也越来越大，为了从中脱颖而出，主播们不得不挖
空心思迎合大众。网络直播从过去的中规中矩变得更
加猎奇，有时这种猎奇甚至走向庸俗化、无聊化，比
如直播发呆、吃饭、打游戏、睡觉等生活细节。

面对这些无厘头又带点哗众取宠嫌疑的直播，公众
一方面在唏嘘指责，另一方面却又关注捧场，甚至有人
一掷千金。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网络直播确实找准了

卖点——无聊和庸俗同样有人迎
合。一旦这类毫无营养的网络直
播取得成功，激励更多后来人效
仿，根据“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将
不利于整个网络直播市场的质量
提升。因为主播们不是专注于优
质的内容创造，而是一味挖掘和
制造低俗以迎合恶趣味的观众。

而当无聊和庸俗被过度消
费，不再能激起观众的兴趣之后，便更容易剑走偏
锋，直播尺度越来越大，反秩序、反道德、反人性的
直播随之出现，比如直播虐狗虐猫、直播色情暴力片
段、直播割腕自杀等。伴随着这些无聊、庸俗甚至变
态的直播而来的，是受众群体审美趣味的降格以及因
注意力被分散而产生的信息筛选失焦。

规范：自我约束 外在监督

任何行业都要在法律框架和道德伦理的规范下寻
求发展。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直播行业当然也不
例外。如今，网络直播正处于蓬勃发展期。数据显
示，现在直播行业拥有2亿平台用户。对网络直播行业
来说，自我约束和外在监督缺一不可。唯有如此，才
能守住底线。

就自我约束来说，网络直播平台应更加自律，自
觉遵守法律法规，杜绝“打擦边球”的侥幸心理。此
前，国内 20 余家网络直播企业共同发布行业自律公
约，承诺从 4 月 18 日起，对于播出涉毒、涉暴、涉黄
等内容的主播，情节严重的将列入黑名单，审核人员
对平台直播内容实施24小时监管。

就外在监督来说，相关部门应出台法律法规，建立
监管机制，设立处罚措施，深入查处并严厉打击违规网
络直播。不久前，19家网络直播平台因涉嫌提供含有宣
扬淫秽、暴力、教唆犯罪、危害社会公德内容的互联网文
化被列入查处名单。文化部同时提出，将对网络直播
平台和主播建立信用市场，设置违规主播警示名单和
黑名单制度，禁止或限制违规者从事经营活动。此
外，调动网民参与其中，监督举报网络直播的不良内
容也不失为一个良策。

里约奥运会举办在即，“跳水女皇”高敏首度跨界，主
持一档名为《冠军之心》的互联网访谈节目。嘉宾包括邹市
明、聂卫平、丁宁、潘晓婷、吴静钰、廖辉、邹凯、何雯
娜、张宁、冯坤、杨凌、邓琳琳等多名冠军运动员。高敏希
望通过这档节目告诉人们，体育的精髓不仅仅是冠军和金
牌，更在于运动员背后的故事。

海外网记者问高敏，采访这些新一代奥运冠军与自己当
年征战奥运赛场，有什么相似感受？高敏说：“毫无疑问，
每一个运动员都非常的争强好胜，都希望自己能够拿到金

牌，但是我们最相同的一个地方，可能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的。运动员在赛场上，随时都准备着失败。只有具备了这样
的心态，到了真正的赛场才豁得出去。”

虽然退役多年，但是高敏一直活跃在人们的视线中，尤
其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高敏通过微博展现了她的“十八般
武艺”：书法、篆刻、绘画、钢琴、吉他、羽毛球……如今
又开始做主持人。“我做这些不光是因为喜欢，更重要的是
因为我原来一个也不会。”高敏说。

更多关于高敏的精彩专访内容，敬请关注海外网视频。

“拉票”“点赞”有玄机 “扫码”“转发”藏陷阱

别让朋友圈变成“坑友圈”
本报记者 卢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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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直播如何守住底线？
本报记者 汪 莹

网上中国 云中漫笔

海外网直击

“快来给我点赞！集齐100个赞可以享受3折优惠”、“就

剩8票了，够铁的给我转朋友圈拉票吧！”……打开手机，首

先映入眼帘的可能不是亲人的关心或是朋友的问候，而是这

些点赞、拉票的请求。很多情况下，碍于面子，人们都会

“勉为其难”而行“举手之劳”，然而，当你拇指在微信页面

的按钮上轻轻一点的瞬间，一场骗局可能就悄悄展开了。

“中奖”也许是“中招”
“要投票就得关注活动主办方的微信公号，投

票时还要填上自己的姓名、手机号码，很担心个
人信息会因此泄露。”谈到对微信“拉票”的看
法，刚为一位同事孩子在“萌宝大赛”上投完票
的小宋抱怨道。

近日，随着“六一”儿童节来临，各类“萌
娃评选”活动充斥朋友圈，伴随而来的也往往是
价值不菲的“奖品”，以及各种“投票、点赞、转
发”的请求。然而，这些活动很可能只是骗子行
骗的一种手段。

如今，很多商家以促销商品为名，举办各类比
赛。这些比赛通常报名门槛很低，规则简单，以“比
谁萌”或“拼颜值”为噱头，通过票选形式决出胜
负。其许诺的获胜奖励往往非常丰厚，参与投票的
网友也能“中奖”，且“中奖”几率极高。事实上，许
多这类投票活动的真实目的是收集用户个人信息，
并将之出售或进一步进行诈骗犯罪。

“点赞”也是常见的诈骗手法之一。我们经常
看到朋友圈里关于集满多少个赞就可以获得某种
奖品或优惠的广告，当网友费劲心思，集齐一定
数量的“赞”后，商家往往还要求其提供自己的
姓名、电话、住址等私人信息。而当用户真的收
到所谓的“奖品”或“折扣”时，才发现“中
奖”变成了“中招”，不仅收到了毫无价值的“奖
励”，还泄露了许多个人信息。

“技术”也能变“骗术”
随着以微信为代表的各类新媒体越来越多

地渗入到人们生活中，现代媒介技术越来越多
地为人们的社交、出行、购物、理财等带来便
利，“互联网+”也日益成为一种主流消费模
式。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纷繁复杂的
媒介技术也渐如迷人眼的“乱花”，成为骗子手
中不断“升级”的工具。

如今，“技术”变“骗术”的事件层出不
穷，“二维码诈骗”就是一例。作为身份识别、
购物支付的便利工具，很多手机用户已经养成
了“凡事都要扫一扫”的习惯，这就为诈骗分
子实施诈骗提供了可乘之机。据媒体报道，近
日，重庆的李女士就遭遇了“扫描二维码”骗
局。骗子冒充“淘宝”客服，以订单异常需要
退货为由，发来暗藏木马病毒的二维码，李女
士的银行卡瞬间就被“扫”走3000元。

更常见的现象是，诈骗者以奖品为诱饵，
向手机用户发送带有木马病毒的二维码。一旦
用户扫过二维码且按照页面提示操作后，木马
病毒就会盗取用户的账号、密码等信息。

另外，“红包”作为新媒体带来的新生事
物，也频繁成为诈骗案件的“作案工具”。许多
骗子通过制作假红包链接，诱导用户输入姓
名、身份证号和银行卡号等信息，从而盗刷了
用户的银行账户。

高敏：从跳水女皇到互联网主持人
海外网 陈 婕

近日，一张3名乘客在广州地铁4

号线车厢内摆桌吃喝，并在地铁扶手

横梁上晾衣服的照片刷爆微博，引发

网友热议。与此同时，5月26日上传至

某网络直播平台上的一段短视频，其

场景与微博的“地铁摆桌吃喝”照片

画面高度相似。事后据调查，当事一

名男子是网络户外主播，他承认自己

拍摄视频是想“火”。虽然该男子已为

自己的行为道歉，却表示不排除继续

拍摄这类视频。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为高敏在海外网演播室。图为高敏在海外网演播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