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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短剧只让人“爽”不是长久之道
最近，微短剧在网上走红，这些视频

作品不仅很有流量，还很能“吸金”，甚至
在舆论场上出现“24小时充值破2000万元”

“8天充值破亿元”之类的说法。据媒体报
道，与过去的长视频或网络大电影不同，
微短剧有自己的盈利特色，“这些每集1分
钟、长达100集的快节奏视频，往往在观众
看到15集左右时，要求观众跳转至不同的
小程序付费观看后续，因此它们也被称为

‘小程序短剧’”。由此可见，微短剧的观看
便利性很强，也确实能吸引不少观众的兴
趣。

如今，很多年轻人在现实中面临较
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因此，在网上看
视频，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放松，甚至为
了寻求感官刺激。而那些严肃的、带有
教育意义的视频，或者内容过长的影视
剧，已经无法满足上述需求。一些短视
频的制作者，就认准了受众的这个心
理，通过各种看似荒诞、夸张的剧情和
表演，让受众沉浸在“白日梦”中，自己
则获得流量和收益。这类“白日梦”包括
且不限于“甜宠”“赘婿”“暴富”等剧情，
它们看似“狗血”，却能让不少人沉迷，
再加上俊男靓女的表演，更加强了微短
剧的传播能力。

虽然不少观众也知道这类微短剧
缺乏深刻内涵，但就像看“肥皂剧”一
样，会随着剧情的演进而逐渐“上头”。
商家也很清楚地看到这点，会让观众在
一开始免费看几集，等勾起观众兴趣
了，再开启收费模式。熟悉网络小说营
销模式的人，对这种“套路”不会陌生，
它其实不算什么新“玩法”，却在市场上
非常有效。

对此，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
人支撑起了微短剧的庞大市场？微短剧
真的能一直火爆下去吗？

曾有微短剧版权方的编辑表示：
“短剧的观众在30-60岁，也有三四线城市
的青年，基本是以前爱看网文小说的人
群。”事实上，不少微短剧的制作者，在创作
与投放作品时，也是有备而来，极具针对
性。与其说这是一种文艺创作，不如说是一
种市场行为，是为了流量和盈利而制定的
视频内容、风格与演员。从一开始，这就是
个受众导向的市场产品，是为了迎合市场
而专门制作的“爽剧”，是为了给消费者提
供情绪价值而生产的“工具”。

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谴责微短剧
缺乏内涵、没有深度的声音，从一开始
就找错了批评对象。因为大多数微短剧

本来就不是文艺导向的，只有从市场产
品的角度去看待它，才能理解这背后的
传播逻辑。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微短剧
让观众“爽”了，就无视圈子里的各种乱
象，也不能对其抱有盲目乐观的看法。

作为一种较为新颖的市场类型，大
量资本在短期内涌入微短剧的圈子，难
免会造成鱼龙混杂的局面。有的微短剧
质量相对优质，但也确实存在不少粗制
滥造的作品，甚至靠“打擦边球”“软色
情”来吸引流量。还有一些微短剧的收
费标准也不太合理，定价过高却质量一
般，会让人有上当受骗的感觉。

一些微短剧制作者存在急功近利
的心态，总想趁着微短剧的火爆来“赚
快钱”，导致不少作品出现同质化、制作
粗糙等问题，其实也是一种短视行为。
商家想赚钱，本身并没有错，但应该提
供对得起观众的作品，扎扎实实做好内
容，精心构思剧情，提高演员演技，否则
迟早会被市场抛弃。

从长远来看，微短剧要想真正实现
长期火爆的目标，还需要练好内功，从
业者不断提高专业素养，提升行业自律
的能力，避免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
象。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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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对专业人才的需求肯定是越来越大，只不过是类型存在变化。国家
政策因时而变，学子也应因时而变，以便更适应时代发展、社会需求，而不是在意学术硕士与专
业硕士表面上的文凭差异。

“培训贷”“整容贷”又升级

打击也要更有力

据报道，近日，多名大学生反映，在求职
过程中遭遇“培训贷”“整容贷”，与以往类似
案例不同，他们遭遇的是“升级版”、“连环
套”。比如，小吴应聘一家医美机构的医疗美
容护士岗位，但最后竟牵涉5家公司：A公司
发布招聘信息，B公司面试，C公司签订劳动
合同，D公司签订培训合同，最终分期贷款的
钱流向了E公司。一通操作之下，小吴背上了
27200元贷款。在小吴报警后，这些公司开始
推卸责任，有的不仅不退钱，还称要追究小吴
的违约责任。

小陈的求职也涉及3家公司：一家邀约面
试，一家实际面试、培训、签劳动合同，并要求应
聘者借贷进行整形手术，一家负责进行整形手
术。待小陈正式上班后，第二家公司再以各种理
由打压贬低她，逼迫其主动离职。最后，小陈背
上了2.5万元的“整容贷”。

不得不说，这两起案例中，所涉公司和招
聘流程都相当复杂，别说还没出校门的大学
生会掉入陷阱中，一些社会求职者，只怕也很
难轻易识破其中的套路。但越是如此，监管和
打击越要同步跟上，做到精准识别、依法打
击、全程治理，不能让这些披着“培训贷”“整
容贷”名义行诈骗之实的违法犯罪活动泛滥、
猖狂下去。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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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地还有一次8 . 2级的剧烈余震”“两点
多还有个大余震”“搜救犬救出36人，重返废
墟时发生坍塌不幸被埋牺牲，消防员救出它
时内脏都被压烂了”……积石山地震发生后，
形形色色的谣言如影随形。据报道，当地严厉
打击与地震有关的谣言信息，对严重扰乱公
共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行为，公安机关
依法处置，共依法行政处罚造谣网民11人、批
评教育105人。

“灾害生，谣言起”，以往的事实证明，灾
害大概率伴随谣言，且灾害越重，灾害波及面越
广，引发的关注和同情越多，谣言就越多越乱，
这几乎成了一种“规律”。震后各种谣言产生的
动机不同，有的为哗众取宠，赚取眼球和流量；
有的属于恶搞，属于借灾取乐。不论谣言因何而
起，都会误导公众，甚至引发社会恐慌，扰乱灾
区秩序，不利于抗震救灾工作的开展。

遏制灾害谣言离不开公众的参与，不信谣、
不传谣也是抗震救灾。我们冷静理性地关注灾
情，表达同情，传递爱心，守住底线，不盲目信谣
传谣，更不制造谣言，也不发布传播未经核实的
信息。不让谣言成为“信息余震”和次生灾害，就
为抗震救灾贡献了一份力量。 据北京青年报

不能让谣言成为“信息余震”

你有多久没好好畅谈一通电话了？一
项针对英国上班族的调查发现，70%的千禧
一代在电话响起时会感到焦虑。美国一项
面向22至37岁人群的研究也证实，该年龄段
对电话铃声感到焦虑的人高达81%。有媒体
将其形象描述为“来电恐惧症”，不少网友
纷纷认领，“是我本人没错了”。

这些年，互联网技术加速迭代，线上
社交高度发达，直拨电话早已不是人们
日常联系的首选。大家越来越习惯线上
聊天、工作拉群，有事微信先问“在吗？”
更有人总结出一套当代社交礼仪，非必
要不打电话/语音。不同于线上社交，有
表情包活跃气氛，有斟酌字句的缓冲，甚
至有“撤回”按钮，来电联系属于实时声
音对话，无论是对方还是自己，所有的情
绪和反应都是最直接的，来不及修饰，一
旦说出无法撤回。本质上，来电恐惧症，

源于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折射出当下人
们对失控感的逃避。

有人说，这是人们变得脆弱了。对错
与否，见仁见智。但可以肯定的是，日新
月异的媒介，正在改变并塑造人们的社
交习惯和生活方式。媒介情境理论就指
出，媒介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环境的变
化，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又必然导致人类
行为的变化。从面对面交谈，到电话通讯
出世，再到线上工具推陈出新，随着越来
越多介质的引入，人与人交流的方式变
得更加便捷。然而，当即时文本发送成为
可能，突然响起的电话就成了“冒犯”；当
各类表情包霸屏，真实的面部表情反而
神隐……某种程度上，在技术不断为我
们做加法的同时，人类不自觉间也给自
己做了减法，懈怠了某种能力的训练。

任何一种工具都有其双面性，媒介

亦然。仍以聊天为例，微信等社交工具炙
手可热，说明它契合了社会的需求。随时
随地可发可聊、语音文字任君挑选，极大
降低了社交成本，表情包和文字编辑等
营造起轻松场景。媒介形态更新升级终
究是好事，让各类人群都能充分享受沟
通的快乐。说到底，不爱打电话并非什么
大事，当然，若真到了“恐惧”的程度，可
能也需要调整。毕竟当我们过于依赖某
种媒介，甚至离开某种特定场景便产生
恐慌，多多少少有些“不健康”。

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我们不可能退
回“原始社会”。但不管到了什么时候，一
个必须谨记的准则是，科技手段纵然再
发达，都要让工具和人类的生活、情感、
思考保持安全边界。战胜思维的惰性，把
握对生活的主动，我们才能在更大的世
界活出各自的精彩。 据北京日报

为什么这么多人患上“来电恐惧症”？

多所高校停招学硕，读研机会并未减少
23日，《2024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

报告》发布，其中显示，多所“双一流”高
校官宣部分专业开始停招学术型硕士研
究生。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包括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西
南大学、四川大学、福州大学等在内的多
所“双一流”高校，官宣部分专业取消学
硕招生。

一直以来，学硕是许多学子追求的
殿堂。它们代表着国内高等教育的拔尖
水平，是无数人心中的学术圣地。但现
在，这些高校纷纷停招学硕，这究竟是怎
么回事呢？很多考研学子在嘀咕，是否意
味着读研究生机会的减少？

实际上，学术型硕士并不是完全消
失，而是被专业型硕士所取代。过去，培
养硕博研究生主要是为了培养教学科研
人才，学术硕士毕业后，通常会进入高校
或科研院所从事研究工作。但现在，进入
高校的教职人员要求已经提高到博士、
博士后级别，硕士学历已经不够了。因
此，现在的学硕实际上是一个读博士前

的适应阶段，一些高校甚至更倾向于少
招学术型硕士，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
直博和本硕博一体化培养。而且很多学
硕研究生实际上是为了就业而考取研究
生，而不是以攻读博士学位为目标，也不
是以学术研究为志向，有调查显示，有
70%到80%的学硕研究生是为了就业。这
和学术硕士培养的目标有较大偏离。

更重要的是，一些高校停招学硕的
原因主要是为了响应国家关于学术学位
与专业学位分类发展的意见。为了更好
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提倡高校
加强专硕培养，以满足市场对专业人才
的需求。学术学位坚持高起点布局，重点
布局博士学位授权点，而专业学位则坚
持需求导向，侧重布局专业学位。这一政
策调整将有助于提高专业学位的培养质
量，更好地满足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
求。

早在2008年，研究生招生这项数据
发生变化，经过15年的调整，在研究生招
生规模中，专硕占比已经超过60%，硕士

层次专硕占比会从现在的60%逐步增加
到80%左右，专硕招生规模所容纳的体
量已经远远超过学硕。专博的比重大概
只有百分之十几，未来也会扩大到30%
左右，而且在很多领域，专业硕士也被放
开限制，允许报考博士。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说学硕
招生数减少了，读研机会就减少，考研的
难度增加，而是研究生招生名额投放到
了专硕上，总体考研机会和考取概率并
没有减少。而为什么投放到专硕上的根
本原因，是社会、高校需要培养的是应用
型、职业型、就业导向的专门人才，所以
要增加专硕招生名额，希望借此重点培
养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应用能力、职业发
展能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对专业人才
的需求肯定是越来越大，只不过是类型
存在变化。国家政策因时而变，学子也应
因时而变，以便更适应时代发展、社会需
求，而不是在意学术硕士与专业硕士表
面上的文凭差异。 据潮新闻

调查医院“中秋外联明细表”

外界声音不应被监管系统忽视

近日，网传贵港爱尔眼科医院“中秋外联明
细表”图片的消息引发关注。对此，广西贵港市
纪委监委表示，已成立调查组开展核查处理。这
两张贵港爱尔眼科医院2021年“中秋外联明细
表”图片，涉及42名公职人员和59000元额度的购
物卡。虽然这次网曝属于此前“贵港爱尔眼科医
院医生在手术台上用拳头猛击患者头部”一事
所衍生出的“搭车举报”，但无论是涉及的人数
和相关人员的身份，还是行为性质，后者已然更
受社会关注。因为它不是普通的“外联”和“节日
慰问”行为，而涉及对公职人员的贿赂。

此外，博主艾芬表示，贵港之外，包括武汉、
无锡、鹰潭等地，均有已经离职的爱尔眼科员工
向其爆料过当地医院的节日走访明细。综合这
些信息，此事的后续调查面临考验：一方面，最
终的调查结论要能够让公众信服。比如，若属
实，这样的“节日慰问”是否只是一次或偶然为
之，还是说长期以来的惯例操作？这考验的是调
查的深度、调查的程序正义和公信力。另一方
面，类似的现象是否只存在于贵港爱尔眼科医
院一家，还是说这仅是整个爱尔眼科系统“企业
文化”的冰山一角？这些疑问不应该为监管系统
所忽视。 据红星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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