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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北极熊第一次见到北极熊，，很开心很开心！”！”广州的小朋友们趁着暑假广州的小朋友们趁着暑假
来到正佳极地海洋世界来到正佳极地海洋世界，，与极地动物亲密接触与极地动物亲密接触。。据介绍据介绍，，每天都有每天都有
大量大量““熊粉熊粉””慕名而来慕名而来。。截至目前截至目前，，参观正佳极地海洋世界参观正佳极地海洋世界、、探访北探访北
极熊极熊PizzaPizza的游客多达的游客多达100100万人之多万人之多。。

““正佳不仅是商业的综合体正佳不仅是商业的综合体、、还是娱乐的空间还是娱乐的空间，，更应该成为人更应该成为人
们心灵的栖息地们心灵的栖息地。”。”正佳集团副董事长谢萌说正佳集团副董事长谢萌说，“，“文文化是一座城市化是一座城市
的精神坐标的精神坐标，，正佳建成极地海洋世界正佳建成极地海洋世界，，希望与政府一道推进城希望与政府一道推进城
市华丽转身市华丽转身，，将广州打造成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将广州打造成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看到微信朋友圈里的求助信息，你会伸出援手吗？

如今，在微信朋友圈里时常能看到原创或转发的求助

信息。利用网络，一方有难的呼唤往往可以撬动多方支援

的爱心接力，帮助受助者渡过难关。然而，由于缺少核实

和监督，披着爱心救助外衣的骗局粉墨登场，让不少网友

对此类捐助信息敬而远之。

在过去民间戏台上，“打赏”戏班
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戏曲理论家齐如
山曾在 《戏班》 一书中详细介绍了关
于戏班“打赏”的各种习俗：从前堂
会戏，每一好戏出台，台下必喊搭
钱。此钱出自主人，或出自欢迎该角
之客人，皆不一定。

《红楼梦》里也写道：在荣国府家
宴上，贾珍贾琏在戏台下“暗暗预备
下大簸箩的钱，听见贾母说‘赏’，他
们也忙命小厮们快撒钱。只听满台钱
响，贾母大悦。”

如今，古代戏台上银币交错的声
音开始“穿越”到互联网上，“打赏”
成为微博、游戏、直播、网络文学等
领域的热门词汇。有人对“打赏”持
正面态度，认为它是互联网行业衍生
出的又一开创性商业模式。也有人担
忧“打赏”模式会污染网络环境，催
生犯罪，毕竟利用涉黄内容、虚假内
容吸引“打赏”的例子早已不是少数。

“打赏”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盈利
模式，让许多草根网红通过“打赏”
收入翻倍。同时，打赏也是最好的市
场数据，某种程度上还是社会舆论的
风向标——只有引起足够的共鸣，网
友才愿意付钱打赏。

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打赏”
本身是一种感性行为。这种感性行为
如果局限在像古代戏迷一样，对认可
的戏班撒些银子，烘托气氛，则无疑
有利于行业的发展。然而，互联网毕
竟是一个复杂的“舞台”，很多时候，

“打赏”虽不具备你买我卖的强制性，
却逐渐显现出“买卖”的趋势——一
些网络主播通过收取不菲的“赏金”
来售卖涉黄、涉暴等内容。这些事实
上已经构成了犯罪，且“打赏”这种
非理性行为已经让越来越多沉迷网络
的网友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早前有
媒体报道有 12 岁少年沉迷直播，半个
月狂刷支付宝3万余元“打赏”主播。

应该看到，这些问题背后并非完全是个别“网红”或是
网友的自发行为，其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关于“打
赏”模式的过度开发。无论影视、游戏、表演、文章等网络
作品，目前各大平台的运营商们都在抢夺这一块市场蓝海。
而由于“打赏”本身就是网民表达支持和情感的感性行为，
对于“打赏”的诱导则成为许多平台屡试不爽的手段。这就
为虚假、色情、暴力等信息在网络的传播提供了动力和空
间。同时，一些诱导网友在“打赏”中相互比赛“烧钱”的
行为也严重污染了互联网行业的生态环境。

水满则溢，器满则倾。任何新兴商业模式的开发都要把
握“度”的艺术，从而有效防止其进入无序失控的状态，反
过来伤害整个行业的发展。就“打赏”而言，创作者只有创
造出文化精品，才能持续与网友产生良性互动，获得打赏。
同时才会避免恶意打赏、用非法手段诱导“打赏”等失德违
法行为的发生，让网络“打赏”向着积极的方向走去。

互联网不是古代的戏班，“打赏”背后并非撒银子这样简
单。在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能当主播的时代，保护好网
络“打赏”这一模式，让其在适度开发中长远发展，可谓至
关重要。

“新媒体+”重塑商业形象

7 月 7 日，国内钢铁行业首个由企业共同发
起、自愿加入的新媒体运营组织——“钢铁行业
新媒体联盟”在杭州正式成立。该联盟首批成员
达30家，被称为钢铁行业的“G30”。

据了解，该联盟的成立自有其独特背景。近
年来，在产能过剩、效益不佳、利润大幅下滑的

困境之下，钢铁行业呈现给外界污染严重、不赚
钱、行业衰落等陈旧形象。而依靠传统的电视、
平面媒体宣传显然无法从根本上扭转人们对钢铁
行业的“刻板印象”，而成立这个“联盟”，正是
钢铁行业内的骨干企业试水新媒体、提升企业形
象，打造行业内新媒体运营交流平台的有力举措。

无独有偶。传统照明企业也在纷纷利用新媒
体提高美誉度。国内主要的灯具品牌企业纷纷开
始通过微信、微博、APP来创造和改造已有的传
统商业模式，迎接网络经济高潮的到来。

而在产能过剩的“重灾区”煤炭行业，去年
12月，国内首个专业服务煤炭行业的新媒体——

“今日媒探”正式上线。“今日媒探”旨在“为煤
炭人说话”，将利用新媒体的资讯与传播优势，为
山西省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全方位服务。

传统行业的现实需求

传统行业为何选择新媒体作为突围的方式之
一？

在移动互联网盛行的当下，人们的消费形式
和习惯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渐开始向多元化方
向发展，而微博、微信、QQ 等新媒体也不再只
限于社交领域，而是企业和商家提升企业形象、

拓展渠道的重要途径。这其中蕴
藏着不菲的商业利益。

而对于传统行业来说，这种
搭“新媒体+”被越来越多的人
所认可。记者了解到，如今服
装、家居、食品、地产等传统行
业，不仅各大知名厂商有自己的
微信宣传平台，很多并不知名的
灯具行业商家也纷纷通过公众平
台发布消息来提升自己的品牌知
名度和客户群，更有诸多名不见
经传的品牌通过新媒体平台“火
了一把”，这为一些处在困境当
中的传统行业提供了借鉴。

以钢铁行业为例。当前，我
国钢铁行业正面临着严峻的发展
形势。按照《国务院关于化解钢
铁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

见》，“十三五”期间，钢铁行业要化解 1 亿~1.5
亿吨产能。去产能、促转型、实现脱困发展将成
为今后几年钢铁行业和企业的“关键词”。行业发
展的不景气、舆论趋势的日渐复杂迫使钢铁行业
营销向更加低廉、高效的方式转变。

而据“钢铁行业新媒体联盟”发起方介绍，
该组织的成立，目的就是消除壁垒、打破边界，
集结企业力量，打造一个属于钢铁企业自身的新
媒体平台，促进行业内各家企业新媒体力量的资
源共享、信息共享以及传播力的矩阵式扩散。

新媒体应用方兴未艾

事实上，传统行业对于新媒体的探索一直没
有停止过，其传播形式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在早期的“Web 1.0”时代，企业多以官网
为主，包括电子邮件、博客、电子杂志等形式，
向客户和社会公众提供多媒体信息。而随着社会
进入“Web 2.0”时代，以微博、微信等为主的
社交网络成为社会的主要信息分享和交流平台，
也诞生了包括手机 APP等直接面向移动网络而生
的工具和应用。

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这些新媒体平台更利
于企业为公众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注重于情感
化、个性化信息的定向推送、公众关系维护，也
更容易通过“故事”来传播与主流价值观、公众
需求相契合的企业形象，从而引起共鸣，提升行
业形象，提升行业转型升级。

以在网上引起广泛反响的微电影 《梦想，
从心出发》 为例，这部南航制作的品牌微电影
一经发布，就在微信上被转发超过 10 万次。它
从支持普通人实现梦想的角度体现南航企业文
化中的“爱心回报”，在打动人心的同时也使南
航的形象多了一些温情，有力地提升了自身的
形象。

新媒体时代，社会信息的传播无论从深度还
是从广度上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这对于亟待
转型升级的传统行业来说，既是“不进则退”的
挑战，又是扬帆起航的机遇。可以预见，未来会
有更多的传统行业加入“新媒体+”的潮流当
中，用新媒体帮助自身驶入快速转型发展的“轨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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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爱心放大力量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日前的一项在线调
查显示，73.7%受访者的微信朋友圈里有人发布或
转发过求助信息，其中48.5%的受访者向这些求助
者捐助过。

事实上，朋友圈救助的成功案例与感人故事
俯拾皆是。

在安徽合肥，34的退伍军人桂叶飞，2010 年
被确诊为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由于病情复
发，承担不起高额的化疗费。通过微信朋友圈的
众筹扩散，他得到了很多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

在四川成都，45 岁的保姆雷万芳，儿子心脏
病复发，手术花销巨大。得知消息，她的雇主张
姝把相关信息发到了微信群和朋友圈里。不到一
天时间，就收到了100多个朋友的捐助。

在广西南宁，一只流浪母猫在仓库里生了一
窝崽，由于惊吓跑了出来，小猫却被关在了仓库
里。小动物站的工作人员在微信替母猫发出了一
封求助信，很多网友赶往现场守护小猫崽。

随着“互联网＋慈善”的迅猛发展，微博、
微信等成为慈善募捐的重要渠道。它们为捐助者
和受助者提供了了解和沟通的渠道，更能集中社
会爱心的力量，及时完成社会救助，成为传统慈
善的有益补充。

调查显示，39.1%的受访者支持在微信朋友圈
里献爱心，其中6.8%的受访者非常支持。41.4%的
受访者表示不好说，15.4%的受访者不太支持，
4.1%的受访者不支持。

事实上，除了依靠朋友圈的“口口相传”
外，互联网中还生存着不少综合类公益众筹平
台，在这些平台上，只要提供项目发起人的身份
认证以及诊断证明等相关信息，就可以发布救助
项目。

诈捐屡现合法存疑

尽管借助朋友圈的救助过程发生了不少感人
的故事，但这种募捐方式绝非安全可靠。

在调查中，62.4%的受访者认为通过微信朋友
圈进行求助、筹款的方式容易发生诈捐、骗捐现
象，61.7%的受访者担心捐助资金会使用不透明，
53.9% 的 受 访 者 担 心 善 款 余 额 会 处 置 不 透 明 ，
51.0%的受访者感觉缺乏必要的中间监督环节，
45.8%的受访者认为难以保证求助人信息的真实
性 ， 37.1% 的 受 访 者 认 为 法 律 规 范 尚 不 明 确 ，
24.5%的受访者认为受助人资格缺乏评审标准。由
此可见，普通网友对微信朋友圈中的求助信息，
依旧存疑。

近年来，利用朋友圈诈骗、诈捐的案件屡次
发生。去年，一则“利辛女子因救人被恶狗咬成
重伤”新闻引起广泛关注，伤者家属在短时间内
通过网络募捐收到善款 70 余万。但事实的真相
是，女子并非救人被咬，而是在男朋友自家的养
狗场被狗咬伤。

日前，江西南昌一男子盗用朋友发布的灾区援
助公益照片，并将其发布在朋友圈内进行诈捐，今
年1月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

也有“消息”在朋友圈传播，如“澳大利亚
著名华人慈善家计划在中国捐助 10 万只助听器，
请将需要救助的孩子信息发到电子邮件中。”联系
方式按照要求发给了对方，助听器没接到，却频
频收到一些推销短信和电话，白白将信息告诉了
骗子。

而在众筹平台上，由于发布捐助的程序较为
简单，缺乏传统的鉴定过程，因此也时常引发诈
骗争议。同样，大多数众筹平台都会收取2%左右
的手续费，也让捐助者对资金的流动性产生质
疑，对平台的合法性问题意见不一。

尚无界限期待规范

朋友圈里的募捐行为到底合不合法？目前来
看，针对这一行为尚没有明确的界限。

对于众筹平台的募捐行为，即将于今年 9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慈善法显示，“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
开展募捐的，应当在民政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
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也可以同时在其网站发布
募捐信息。”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表示，慈善
法没有明确对朋友圈募捐行为进行规定。在朋友
圈、微信群里为亲朋好友进行的爱心捐赠活动不叫
慈善募捐，这是一种自愿行为，属于赠与性质。

“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动爱心捐赠活动，不能说
这种行为违法，而是说不受慈善法保护。一旦出现
问题，那就要靠其他的法律去解决，比如受益人不
承认收到捐款，对于捐赠是否发生有合同上的纠
纷，那就要靠合同法来解决。如果受益人把捐的钱
用在了别的地方，那就要靠刑法、其他的法律去解
决。”王名说。

值得肯定是，在这一问题上，越来越多的网友
趋向于理性和客观。根据调查，对于微信朋友圈的
个人求助行为，57.4%的受访者建议对求助人进行
严格审核和定期检查，56.8%的受访者建议对资金
后期使用进行公开，55.8%的受访者希望建立健全
第三方监督机制，49.9%的受访者建议建立健全网
络举报系统，39.0%的受访者建议政府要加强对正
规募捐平台的宣传，31.4%的受访者建议捐助人要
学会理性判断。

有专家表示，朋友圈募捐的偶发性和即时性难
免会出现杯水车薪的结果——没有真正帮到求助
者。相比民间自发性的救助，慈善机构的救助力量更
大，也有着稳定的资金来源。当然，这一切都要建立
在及时、透明公开善款的数目及使用的前提下。

朋友圈捐助渐成常态 合法性与否众说纷纭

圈住爱 心别凉了真心真心
刘 峣 娄翠红

新媒体做“俏”传统行业
本报记者 卢泽华

图为找钢网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战略官郎永淳。

在去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上，“去产能”被列为2016年

经济发展五大任务之首，传统行业

的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在这个过

程中，新媒体成为传统行业谋求转

型升级的有力工具之一，诸多传统

行业正兴起一股“新媒体+”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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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日前，，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20162016““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媒体媒体
合作论坛在京举行合作论坛在京举行，，共商共商““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美好蓝图美好蓝图。。受邀与受邀与
会的海外华文媒体代表们表示会的海外华文媒体代表们表示，，讲好讲好““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故事故事，，
传播传播““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声音声音，，华文媒体责无旁贷华文媒体责无旁贷。。

图为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合影图为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