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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
短视频以其直观、生动的形式
迅速占领信息传播高地。近
年来，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利
用短视频平台进行政策宣传、
公共服务信息发布及产业推
广。其中，一些政府新媒体
号、短视频作品引起了广泛关
注，建立起了良好口碑。

梳理媒体信息，中国城市
报记者发现这些官方短视频
拍摄及内容方向各有不同，
如城市管理部门侧重于表现
城市治理理念，增强与民众
交流；环保部门侧重于展示
污染治理的成效，助力提升
公众环保意识；执法部门重
点普及法律知识、宣传安全
常识；文旅和农业部门则展
现各类产业发展态势，体现
领域动向。

政府部门通过新媒体平
台借短视频讲故事、搞宣传已
形成风潮，其中涌现出不少好
经验做法与创新模式。

直观传达
政策与公共服务信息

中国城市报记者观看一
些官方剧情短视频注意到，政
府部门通过讲故事来宣传政
策和发布公共服务信息，具有
直观、生动及可看性高、吸引
力强等特点。例如，广东省深
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
短视频《霸总剧里当怨种医
生》《霸总剧里当怨种护士》，
云南省罗平县警方政务号“罗
平警方”发布的禁毒反诈、酒
驾警示等普法宣传故事短视

频，以及广东省东莞市城市管
理和综合执法局（以下简称东
莞城管）发布的故事短视频
《致敬城市医生》《读懂垃圾分
类》《莞·家·情》《底气》等，都
因趣味性、知识性强，在网上
有很高的人气。

获得东莞第四届短视频
大赛一等奖的《莞·家·爱》，讲
述东莞玉兰女子城市服务队
通过开展巡查管理、柔性执法
和宣传引导，打通服务市民的

“最后一米”，让有温度的城市
服务加速贴近市民生活。东
莞城管宣教信息科有关负责
人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该剧
情短视频既是女子城市服务
队员对城市家园的深情告白，
也是城管队伍面向广大市民
发出的共建美丽家园倡议书。

“以女性城管队员为拍摄主
体，也是希望改变以往城管执
法冰冷、生硬的刻板印象，体
现城市管理其实是以人为本
的城市服务，是柔性的、温暖
的、有力量的。”该负责人说。

对于多地政府部门利用
短视频进行政策及理念宣传
的趋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中国网络视频研究中心研究
员付晓光在接受中国城市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趋势及
现象充分体现出地方政府部
门对互联网的认知更加深入，
在具体工作实施上更加高效。
除了具体的短视频内容建设，
地方政府一系列成功的策划，
同样体现出其对无地域限制
互联网关系的优化处理，和对
促进互联网流量资源转化的
思考。这对于解决互联网时
代的城市管理问题，有重要的
启示。

生动展现
特色产业品牌及形象

除了宣传政策和介绍职
能，一些政府部门还通过短视频
展示农业产业发展情况，推动农
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在湖南省怀化市麻阳苗
族自治县（以下简称麻阳县），
当地县委产业办每周都会组织
单位内外的青年干部、群众，前
往橙园等地拍摄用以宣传当地
特色农业产业麻阳冰糖橙的剧
情短视频《侠女种橙记》。

麻阳县委特色农业产业
办副主任唐祥稳告诉中国城
市报记者：“要想让地区特色农
业产业更加深入人心，就必须
紧跟时代潮流，采用民众喜闻
乐见的形式进行传播。所以，
我们尝试将过去枯燥单一的说
教宣传方式，改变为生动有趣、
影视化的讲故事方式，让人们
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了解麻阳
冰糖橙的前世今生，从而推动
麻阳冰糖橙产业更好发展。”

为了鼓励社会各界人士
参与到拍摄短视频的队伍中，
今年5月，河南省郑州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印发《关于郑州
市加快推进微短剧产业高质
量发展扶持政策的意见》（征
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其中提到将推出多种
政策举措扶持剧本创作、鼓励
主题创作和支持剧本孵化。

“大量实践证明，对于固
定主题的传统宣传、推广和营
销模式，大众的接受度正发生
改变。相比之下，剧情类短视
频有故事、有悬念，更具长效
牵引力。其能有效规避主题
先行的宣教口吻，与大众建立

起更亲切、自然，也更紧密的
连接。用好短视频这一工具，
不仅可以使地方产业发展更
接地气，还能为产业注入更多
朝气和活力。同时，这种传播
方式也有助于拓展市场和吸
引投资，为地方产业的繁荣作
出积极贡献。”付晓光说。

用高水平内容
引领互联网文化

尽管态势如火如荼，但值
得注意的是，政府部门在推动
短视频等新媒体传播形式发
展过程中仍面临一些挑战，如
内容同质化明显、与自媒体竞
争激烈以及短视频娱乐性和
政策、职能信息传递准确性之
间的权衡问题等。

对此，付晓光认为，政府
部门制作发布的剧情短视频和
MCN（多频道网络）机构、自媒
体制作的短视频“同台竞技”，
从流量的意义上看，二者面临
无差别竞争。但相对于政府创
作定位、主题等方面的限制，后
者的灵活性显然更大。

“一则短视频要同时兼顾
娱乐性和政策、职能信息传
递，编创难度远大于常规意义
上的剧情设计。但这并不意
味着政府主导的剧情短视频
就一定陷入被动，因为有思想
深度、有建树的内容与娱乐化
的内容同样都是互联网刚需，
且高质量内容是相对稀缺的，
也是更为亟需的。”付晓光说，

“政府主导的互联网内容策
划，不能被商业流量的编创逻
辑裹挟，也不要过度追求娱乐
效果；要与时代发展对话，始
终用高水平内容引领互联网
文化，如此才符合自身定位。”

从互联网内容形态的发
展历程看，任何一种产业形态
都有其发展周期。政府部门
该如何适应新变化？付晓光
认为，作为一种新业态，剧情
短视频现阶段正处于爆发式
增长期，对其创新性、影响力
的解读，容易在与以往旧模式
的比较中被放大。长远看，回
归理性，尊重本地特色，充分
挖掘历史文化内涵，才是赢得
差异化竞争的长久生存之道。

■宛乐天

“征信修复后可以再贷款

……”近日，不少金融消费者

接到类似电话，对方反复表示

可以修复征信、优化债务。近

期，此类中介化、职业化的涉

金融领域非法“代理维权”现

象有所抬头。与此同时，多地

金融监管部门发布相关消费

者权益保护风险提示，提醒金

融消费者遇到此类情况后，不

要盲目听信非法“代理维权”

的话术。

代理维权是近年来金融

等领域新兴的一种活动，其本

意是让消费者减少中间环节

的试错成本，充分运用法律武

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然而，

此类合规的市场经济行为却

被不法分子变相运用，以“维

权”之名行“牟利”之实，这背

后暗藏的风险不言而喻。比

如，向消费者收取比较高的手

续费、咨询费等乱象，还可能

引发暴力催收、个人信息被泄

露或买卖等问题，不利于金融

市场有序发展。

此类非法“代理维权”乱

象之所以短时间内难以根治，

主要是因为其隐蔽性较强、市

场有需求、违法成本低。尽管

金融监管部门也开展过多次

打击行动，但是“风声”一过，

此类金融黑灰产便死灰复

燃，用陈词老调坑害金融消

费者。

从消费者角度看，部分消

费者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当面

对逾期等情况时，病急乱投

医，轻信非法“代理维权”组织

编造的话术，向金融机构乱投

诉，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

脚。从法律角度看，相关打击

此类金融黑灰产的法规依然

存有盲区，让非法“代理维权”

组织不仅钻了空子，还导致金

融消费者付出沉重的经济代

价，甚至承担法律责任。

要优化畅通投诉机制，这

是从源头斩断非法“代理维

权”利益链的重要前提。有效

的投诉机制是消费者与金融

机构、监管部门之间的桥梁，

可以把消费者原有的合理诉

求加速化解，从而免于其受到

非法“代理维权”组织的侵害。

需要提醒的是，消费者也要选

择正规维权渠道，在健全的维

权机制赋能下，依法理性维护

自身权益。

打击非法“代理维权”决

不能手软。面对非法“代理维

权”反复滋生、换着马甲行骗

的乱象，金融监管部门应加大

处罚力度，只有把板子精准打

到七寸，才能让不法分子有所

收敛，不敢以身试法。

一方面要加快运用金融

科技手段，利用声纹开展反诈

预警，识别非法代理维权行

为；深入完善金融黑灰产识别

标准，以有效应对非法“代理

维权”的不当投诉。另一方面

要联合司法、监管等多方协同

合力共治，通过建立行业“黑

名单”制度，加快不同机构之

间信息共享力度，从而提升对

此类金融黑灰产的预警、防范

和处理能力。

湖南省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委特色农业产业办剧情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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