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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近年来的网络热词，“众
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微信朋友
圈或聊天群，亲戚朋友会转发一些筹
款链接。面对这些遭遇不幸、亟需帮
助的个人或是家庭，很多人愿意慷慨
解囊，施以援手。“众筹”就像是社
会上的一场场“爱心接力”，传递的
是“善意”，交接的是“诚信”。

然而，近日一则“扫楼式”筹款视
频将众筹平台水滴筹推上风口浪尖。
根据相关视频，水滴筹在多个城市招
募“筹款顾问”，他们中有人以医院为
驻地，“地推式”引导患者发起筹款，但
对筹款涉及的疾病和治疗费用、筹款
人经济状况等信息疏于审核，对理应
公示的筹款去向也不做硬性要求。患
者完成筹款申请后，“筹款顾问”可获
得相应收入。整个筹款过程显得十分

“随意”，加之信息极度不透明，不少网
友称“感觉受到了欺骗”。

此次水滴筹事件给新兴的“互联
网+公益”模式蒙上一层阴影。近年
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平台
已经成为公众参与公益活动的重要渠
道，不少求助者借此走出人生困境。

“互联网+公益”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产
生积极的社会效益，获得了社会认
可。而今，互联网公益平台管理标准

失位的行业漏洞再度被公之于众，“这就是我越来越少
捐款的原因”“消费善良，以后会导致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筹不到钱”等网友评论的背后，是“受伤”的公众善心以
及互联网筹款面临的信任危机。

弥补这道伤痕需要全行业的共同努力。带有公益
属性的行业集聚的是全社会目光，各平台有责任共同
守护这份沉甸甸的信任。对于此类平台来说，当务之
急是强化自身审核标准，完善公示机制，提高筹款各
个环节的透明度，以实际行动挽回公众信任。近日，
水滴筹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沈鹏在微博上发布公开信
表示“这次事件帮助我们发现了水滴筹在管理中存在
的问题”，目前水滴筹已成立了三大检查组全面排查整
顿，以期“重新赢得信任”。同时，互联网公益也离不
开第三方的引导和监管。此前民政部就曾表示，将引
导平台修订公约，完善群众的自律机制。针对众筹中
可能出现的欺诈行为，有关部门更要加强监管，依法
治理，有力促进互联网公益的健康发展。

“云上”的亚运会

赛事管理系统、赛事成绩和信息发布系统、赛事
运行支持系统……成功举办一届亚运会，离不开信息
技术的保障。核心赛事系统之间的连接复杂度、涉及
场馆和地域的广泛度等，是亚运会信息技术服务的一
大挑战。同时，要确保庞大赛事系统的实时、准确、
高效。

为体现“绿色”“节俭”的办赛理念，2022 杭州
亚运会将是一届“云上亚运”。据组委会介绍，杭州
亚运会期间，赛事管理、赛事成绩、赛事支持等核
心系统 100%使用云智能技术。来自 45 个国家和地区
的近万名运动员、数十万工作人员、上百万参会
者、上亿观众都将在云计算、数据智能、智联网、
移动协同等云技术的支持下，共同参与杭州亚运会
的精彩赛事。

作为绿色技术的重要诠释，云计算的全面应用是
杭州“绿色亚运”的重要实践。此次，阿里云将鼎力
支持杭州亚运会。据悉，从千岛湖水制冷到液冷服务
器 （把服务器浸泡在特殊冷却液里，实现高效节能的
散热） 的研发，阿里云在绿色节能技术方面走在行业
前列。

“指尖”的赛事

对于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选手和观赛观众来说，
住宿、餐饮、出行、入场、观赛等需求，以前都要靠

嘴巴来问，十分不便。而到杭州亚运会时，一部智能
手机就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杭州亚运组委会通过支付
宝上的小程序“亚运一站通”，打造全球大型综合运动
会史上第一个“Digital Spectator Journey（数字观赛之
旅） ”。一个小程序能让全球观众在线体验 18个观赛
体验场景，且所有场景可实现无缝切换。

与普通线路优化推荐软件不同的是，“亚运一站
通”出行推荐可通过AI （人工智能） 算法，提前预判
可能出现的赛前赛后人流拥挤场景，利用“城市大
脑”的能力，“算”出更优线路及解决方案，并且提供
数字化停车场预约、反向找车等智慧停车服务。

此外，在2022年杭州亚运会上，不需要现金，只
需要扫一扫二维码，就能快速实现整钱、零钱支付。
亚运会主办方将把智能支付、在线“买买买”的福
利，推广给来自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们。届时，亚运会
官方移动支付将会实现全覆盖，包括线上线下购票、
线上线下购买特许商品、亚运场馆现场餐饮及零售
等。这是亚运会史上首次大范围使用智能支付服务，
将大幅提升外国人使用智能支付的参与度。

践行“绿色”办会

杭州亚运会，不仅仅是杭州人的亚运会，也不仅
仅只是持续半个月的一场体育盛宴。从2019年12月10
日起，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可以将自己日常的低碳行
为，转变为绿色能量，浇灌在亚运梦想公益林上，在
杭州亚运会结束之后，这片公益林将被种植在荒漠化
地区，成为杭州亚运会留给世界的礼物。

据杭州亚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未来的杭州亚
运村里，处处有绿色建筑。根据亚运村项目特点，地
水源热泵、太阳能、空气能等节能技术也会大量运
用。此外，用建筑废弃物再生制造品建一座场馆、推
行装配式建筑减少扬尘污染等，都是对“绿色”办会
理念的创新践行。

所有改变背后，体现的是国家从经济实力到科技
实力的全面提升，杭州亚运会将成为中国实力尤其是
数字经济实力的一次全面展示。

本报电 “ 一 带 一
路”倡议提出 6 年多来，
已有160多个国家和国际
组织积极响应，同中国
签署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协议。日前，人民
日报海外网舆情中心正
式推出 《“一带一路”
舆情报告》，旨在向相关
政府管理部门决策提供
信息支持，为越来越多的
中国品牌“走出去”提供
数据参考。

人民日报海外网舆
情中心专业团队以海量
网络信息收集为基础，
深度提炼海外媒体及民
众对“一带一路”项目
的反馈及评价，并邀请
专家学者深度解读“一
带一路”投资与宣传中
出现的热点难点问题，
同时对优秀“出海”案
例展开具体分析。

《“一带一路”舆情报
告》每月推出一期，除海
外“一带一路”舆情分析
外，还开设“海外社交媒
体深度解读”、“‘一带一
路’海外报道支持度指
数”、“海外投资机会与风
险预警”、“海内外智库专
家分析”、“中国城市‘一
带一路’国际影响力榜
单”等特色栏目，既涵盖
项目运营、涉外法律、海
外宣传等“接地气”的一
线投资经验总结，也包含
对“一带一路”国内外政
策、全球舆论及商业情况
的全面深度分析。

在今年 11 月推出的 《“一带一路”舆
情报告》 中，人民日报海外网舆情中心研
究发现，巴基斯坦总理访华及中巴经济走
廊的一系列最新进展不仅引发国际社会关
注，而且“燃爆”了巴基斯坦百姓的“朋
友圈”，“一带一路”相关话题在巴基斯坦
社交平台上讨论量增加近三成。对此，海
外网舆情中心特邀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
研究员刘军分析总结中巴经济走廊的发展
现状及有益经验，即合作的制度化、国际
化以及宣传的社交化是促成中巴经济走廊
建设顺利推进的“法宝”。

《“一带一路”舆情报告》就世界各国
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政府及
中国出海企业的网络舆情设置了监测、分
析、研判及评估等功能，填补了国内该舆情
研究领域的空白。人民日报海外网舆情中心
负责人表示，《“一带一路”舆情报告》 将
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用专业
的舆情分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国
家整体形象的提升作出积极贡献。

（杜 滟 孙默融）

原汁原味的生活片段

对于 Vlog，业界尚未统一定义，有人
用拍摄者“露不露脸”来划分 Vlog 与其
他非 Vlog 类短视频，但更多人认为，相
比短视频，Vlog 更趋向于记录个人的日
常生活。

“Vlog于我而言就是记录生活的一种
手段，效果与文字是共通的。”Vlog创作
者沈珉妮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的确，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用 Vlog 展
示自己。以视频替代文字，拒绝精心编
排，记录原汁原味的生活片段，这成为
Vlog创作者与受众群体的共识。

小 袁 在 高 三 毕 业 后 就 开 始 拍 摄
Vlog，只要她想，举起手机，自己的喜
怒哀乐都能成为镜头下记录与分享的内
容。她的 Vlog 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拍摄，
有鲜明的个人风格。

Vlog 的拍摄者乐在其中，观看者也
能得到满足。

方方有自己喜爱的 Vlogger 和主题，
在早高峰的地铁上，她会点开“和我化
妆一起出门”的 Vlog，周围的嘈杂与拥
挤都消融在 Vlogger 轻涂口红的惬意中，
她觉得这会让她烦躁的心平静不少。在
吃饭时，她会点开“和我下厨，一日三
餐”的 Vlog，视频博主是喜欢少油、少
盐饮食的健身达人。她们身处不同时
空，同时品味菜肴的美好，仿佛交了一
个长期饭友。

有人不理解 Vlog 有什么好看的，更
不理解 Vlog观众为啥看陌生人的生活也
能捧腹大笑或涕泪俱下。沈珉妮认为，
Vlog 让观众见识到不同人的生活，感受
到作者对生活、对创作的热情。方方觉
得，看着博主们认真生活的样子，她变
得积极向上了。小袁表示，自己在拍摄
Vlog后更加享受生活了。

新闻报道变得“可爱”

“第一次看到举着手、会走路的康
辉！”近日，央视主持人康辉录制的工作
Vlog 在网上火了。这是康辉作为央视报
道团队中的一员，为大家呈现希腊、巴
西之行的一些见闻。

在“康辉的 Vlog”里，观众跟着康
辉边走边看，有大国外交最前线的现场
细节，有新闻工作者幕后的故事，也有
康辉的自拍陈述与观众互动，每集大约
三四分钟，看得网友们大呼过瘾，许多
人留言评论：“啥时候出下一集？”

其实，这已不是传统新闻媒体第一
次试水 Vlog的传播方式。早在今年全国
两会时，人民日报等媒体就推出了记者
的个人上会视频，从会前准备到排队安
检，从记者会提问到事后写稿总结……
一个个真实的小细节，让观众了解到新
闻的多个角度，并且能参与互动。人们
发现，时政报道也变得“可爱”了。

今年7月8日，海南警方官微发布全
网首个警方抓捕行动 Vlog，记录了警方
打击电诈犯罪“蓝天二号”行动现场，
很快登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通过

“亲临”抓捕现场，观众不仅体会到了现
场的惊心动魄，也对基层民警日常工作
环境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可以说，Vlog 成为年轻人关注新闻
的“黏合剂”，也打开了观众走进新闻背
后的“任意门”。

湖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谭可
可认为，Vlog的目标受众以19至37岁的
青年人群为主，这个年龄层次的群体是
在社交网络上成长的一代，注意力偏碎
片化，短视频很好地迎合了他们的需
求。Vlog 平实、简明，同时又能最大限
度地记录真实场景、传达拍摄者情感、
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与身份认同，因此
受到年轻一代的喜爱。

“新闻媒体的 Vlog，是新技术形式
与传统新闻报道的创新融合，这种人
格化的表达更能引发年轻群体对于新
闻的情感共鸣，增强用户黏性。”谭可
可说。

故事才是最重要的

短视频公司小马加鞭的负责人马威
认为，以前很多人不做视频日志，多
半是因为拍摄硬件软件不给力，视频
上传速度慢，观看视频费流量等，这
些客观因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创
作 Vlog 的热情，而技术的发展正在破
除这些障碍。

如今，手机拍摄性能的提升解决了
画面抖动、模糊的问题，平台服务升级
使得普通人利用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应
用，就能剪辑出质量很高的 Vlog 作品。
对于普通人来说，Vlog 创作的春天已经
来临。

谭可可认为，Vlog 的传播效果已经
证明，未来，不光会有更多年轻人被吸
引到 Vlog领域，其他年龄层的人也会越
来越多地加入，成为 Vlog的创作者、受
众群体。不过，随着更多人涌入市场，
行业标准将水涨船高。受众将不再满足
于流水账一样的 Vlog 作品，而会对内
容、拍摄、剪辑提出更高的要求。

“国内的Vlog热潮到今天已经淘汰了
很多 Vlogger，现在正往一个高质量的方
向走去。”沈珉妮说，很多受到喜爱的
Vlog 作品都是经过制作团队的精心设
计、拍摄和剪辑。

参考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上的
素人网红不难发现，除了制作精良的作
品，很多人更喜欢接地气的内容，喜欢
平常生活中的小乐趣，喜欢共通的情
感。所以，行业标准的提升也许并不会
限 制 普 通 人 成 为 Vlogger。 正 如 一 位
Vlogger 所说：“故事才是最重要的。”

云中漫笔

分享个人生活 带火新闻传播

Vlog创作的春天来啦
叶 子 付悦欣 靳 宇

看着孙子双手灵活熟练地把饺子皮一捏，两个大拇指轻轻一挤，一个饱满的元宝饺子就成了，老爷子准备拍

个小视频，给老伙伴们显摆显摆。

“爷爷，你在录Vlog吗？！”

“啊？五烙哥……这是个啥？”

Vlog是现在正流行的社交形式，即“Video+Blog”，视频博客。互联网分析机构艾媒咨询的报告显示，2019

年，中国Vlog用户规模达2.49亿人，与你擦肩而过的每6个人中，就有1人观看V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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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杭州亚运会将给世界展示不一样的精彩

一场高科技的智能体育盛宴
海外网 吴 迪 孟江波

2022年，第19届亚运会将在杭州举办。从近日发布的亚运会宣传片中，人们除了领略杭州的自然美景和历史

文化风采外，还可以看到智慧物流车以及科技感十足的服务机器人等。这一次，中国将向世界展示一场高科技的智

能体育盛宴。在杭州亚运会的“绿色、智能、节俭、文明”四大办赛理念中，“智能”成为重中之重，据介绍，杭

州亚运村将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虚拟现实、无人驾驶、5G通信等前沿技术的应用和植入，构建成一个

绿色健康的智慧社区。

使用清洁能源的阿里云数据中心。
阿里巴巴供图

在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宣慰府，黄友先老人正在用智能手机拍视频，与大家分享
沿途美景。 罗大富摄 （人民图片）

在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宣慰府，黄友先老人正在用智能手机拍视频，与大家分享
沿途美景。 罗大富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