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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行为降低了用户体验？

近来，微信公号“疲态尽显”成为
一种渐强的“共识”。自微博“大热”
时期，您就开始以收集全部文本数据
的方式，解析这些“新媒体”的状态、
变化和走向。最近有什么新的发现
吗？

我 们 处 于 一 个“ 大 数 据 时 代 ”。
只要技术足够好，每一天可以爬取海
量 数 据 ，拿 到 微 博 、微 信 的“ 全 文
本”。这里的“全文本”指的是，从第
一条到最近一条的所有文本，包括它
的页面、标题、点赞量、阅读量、评论
和粉丝，等等。

通过对 600 万个微信公众号的
“爬梳”，我们能看到的是，近来，定位
模糊、同质化严重、标题党泛滥现象
愈演愈烈。这一切，直接降低了微信
公号用户的阅读体验。

近 日 ，《“ 房 地 产 税 ”要 来 了 ？
2017 年房价要跌了？》《荷式开车门？
多一个动作，少一分危险》两篇文章
获得众多公众号的大量转发。然而，
由于用户在朋友圈和微信群均会遇
到这些文章，第二次点开文章的动力
就没有了。

又如，在微信公众号草创阶段，
一个好的标题就能夺人眼球。而如
今，若无干货，用户看到类似《快看，
马上删除》《某地要出大事了》这样的
标题，阅读完毕大失所望之后，内心
对所谓“标题党”“反转党”的抵触感
挥之不去。

从宏观层面来看，近两年，许多
机构跟风开号。一些地区甚至要求
每 个 单 位 都 要 有 账 号 ，都 要 形 成 品
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14、2015、
2016 年微信公号的数量急速上升，开
公众号的流程愈发简易。但真正能
够对准需求，并持续服务用户需求，
是一个长期过程。遗憾的是，很多机
构在这个“狂飙突进”的过程中，并没
有把“品质之路”坚持下来。

刷屏站队碎片化都是“有毒的”

微信公众号用户层面，有什么新
的态势和特点吗？

无论哪一种类型的微信公众号
要 变 得 更 强 ，都 必 须 懂 得 自 己 的 用
户，服务好自己的用户。我们的研究
发现，如今的微信公众号用户存在以
下几种特点：

第一，细分市场已经固化，用户
的阅读习惯逐步形成，且难以打破。
无论是自媒体，还是政务新媒体，用
户的阅读时间皆逐步向头部公众号
集中。

第二，公众号扩散传播路径上的
“地障”与“楚河汉界”已经形成。

公众号一般是通过粉丝的社交
网络向外扩散的。一旦没有转发与
扩散，没有内容的流动，微信公众号
内容扩散的范围就被限制了。

就我们的研究来看，在公众号内
容的分享过程中，如今非常活跃的人
已是极少数。这些“极少数”的分享
量远远高于其他用户。这会导致一
个什么结果呢？就是一些用户会因
为某些特别活跃者的“刷屏”，不再关
注某些方面的内容。这样一来，内容
的流动就日渐闭合。

在如今的社交网络中，用户因观
点不同而造成的“信息茧房”“观点极
化”现象，也日益突出。因观点而“站
队”，形成了阅读倾向上的“楚河汉
界”。你关注的我不关注、一言不合就

“取关”，也导致公众号内容阵营急速
分化。由原来的一团和气，变为你转
的我不看。如此一来，如果一些垂直
领域的内容运营者没有足够智慧，相
关内容被点开的可能性就下降了。

第三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用户
阅读呈“碎片化过载”态势，阅读行为
将由“泛读”逐渐过渡到“精读”。

毕竟，用户用来阅读的时间是碎
片化的，也是有限的，甚至是比较集中
的。用户在有限的时间内只能做最优
选择。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过度碎
片化的阅读，已侵蚀到自己生活中的
方方面面，自会有意识地规避同质化、
低质量的内容，腾出更多时间和空间，
回归精读，或者线下的社交。

这些现象提醒所有内容生产者，
碎片化正在从最初的“优势”变为“劣
势”。如果内容和运营再无特色，用
户取消关注会较之过往快很多。

简言之，刷屏、站队、碎片化，曾让
一批“聪明的”公众号因“有架势”而

“被记住”。但从长远来看，这些“技
巧”是有毒的，会使滥用者作茧自缚。

分水岭就在眼前

观点认为，“2017，会成为政务微
信发展的分水岭”。您认同吗？

从全国与本地两个层面来看，政
务新媒体分化迹象已经显现。

在与一些政务微信公众号内容
生产、运营者交流的过程中，发现以
下几个问题值得重视：

运营热情下降。一些政务微信
账号开出后运营乏力，长期处于资源
不足、内容匮乏、发展方向不明的工
作状态。于是，一些政务新媒体的负
责人与小编，便在从事新媒体工作的
同时，通过减少更新频率等较消极的

方式，弱化自己的影响力。
内容吸引力下降。政务微信是

政府机构开出的新媒体账号，高效、
持 续 的 内 容 生 产 本 该 是 其 基 本 能
力。但由于政府新媒体的大多数运
营者并非专业人员，在内容选择以及
用 户 研 究 方 面 ，较 难 形 成 自 己 的 特
色；在对一些新技术的应用上，亦敏
感度不够。

体制机制难以保障。多数政务
微信账号的小编都是身兼数职，在不
同的岗位忙碌着。而目前的机制，并
没有从最大限度上，激发从业人员的
创造性。从外围资源来讲，很多政务
微信账号尚未完全建立起适合自身
内容协同生产的体制。

“协同作战”对于政务微信公众
号的未来而言，特别重要？

前几年，“矩阵”是一个很火的概
念。很多政务新媒体形成集群，以期
通过内容的共享和转发，确保稳定的
内容生产量，又黏住更多用户。但这
种集群不能只是“产能有限”下的“权
宜之计”。各类矩阵之间的协同关系
需要进一步明确，矩阵内部的合作与
交流亟待加强。

以“上海发布”为例，对其 5 年发
布信息进行全文本内容分析后，可以
发现，民生是“上海发布”第一大类内
容，空气、交通、天气、浦东、教育、便
民、地铁、文化等关键词有较高的使
用率。分析网友点赞量最大的 50 篇
微信文章，民生政策、交通、极端天
气、重大时事新闻、福利、创新图片是
上海市民最喜爱的内容。

专业化依然是“内功”的核心

如果说，过去一些政务微信公号
是完成上面交办的任务，未来，仅持此
态度勉力维持现状，恐怕是走不远了。

没错。专业化程度的高低，将决
定今后几年政务新媒体发展的整体
走势。谁在专业化上动手早，自我改
革得比较彻底，谁就有可能在这一轮
的发展中获得先机。不过，专业化的
建设过程既是练“内功”，也是自我革
命的过程，从内容生产到内容运营，
相当痛苦。

就上海来说，目前存在 3 种主要
的政务新媒体内容生产模式：依托单
位 自 身 的 力 量 ，依 托 专 业 媒 体 的 力
量，依托其他机构的力量。这 3 种模
式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进一步
而言，从内容生产的层面来看，要想
更加专业化，得有更多原创资讯；从
实际运作来看，政务新媒体需要进一
步通过与各类社会资源的协同，形成
内容生产的群体力量。

当然，不管是哪一种模式，政府
机构都应该牢牢把控信息发布的最
终审核权，防范各类风险的出现。

政务新媒体的内容形式大致有
三 种 ：资 讯 类 、资 讯 + 服 务 类 、服 务
类。目前大多数的政务微信公众号
集中在提供各类资讯。这是否也是

“同质化”的一种体现？
这种“同质化”不仅是资讯内容

的同质化，对其从业人员来说，也会
因 缺 乏 挑 战、疲 于 奔 命 而 容 易 陷 入

“疲态”。
从政务新媒体服务社会的角度来

看，未来它应向服务领域拓展——在
继续提升资讯传播能力之外，增加服
务功能，使资讯与服务形成互补关系，
进一步提升其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

如果有些部门比较特殊，不会有
太多资讯产生，确实难以应对资讯生
产的压力，完全可以做强自己的服务
功能。

不能永远叫“小编”

您跟踪访谈了大量政务新媒体
从业人员，他们有哪些困惑或担忧？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遇到最多的，
就是政务新媒体运营者的身份确认
问题。少数政府机构已经构建了比
较明确的新媒体岗位职责。而对于
大多数政务新媒体的“小编”来说，新
媒体的编辑与运营到底是不是岗位，
还未明确。这个问题对于激发广大
新媒体“小编”的积极性来讲影响颇
大。

下一步，如何通过机制建设，确
定新媒体岗位与匹配资源，对于不断
提升政务新媒体活力至关重要。

还有一个问题，我个人觉得是可
以从现在开始讨论的。那就是，政务
新媒体的经济属性。讨论政务新媒
体的经济属性，其实就是讨论政务新
媒体从社会获取资源的可能性，以便
更好地推动政务新媒体的发展。

目前，政务新媒体的运营，主要
由政府机构承担，经费源自各类政府
预算。随着政务新媒体提供资讯、服
务市民、推动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
政务新媒体对人、财、物的需求将进
一步增强。经费使用能否更加灵活，
需要一个更加灵活的机制保障，从而
将政务新媒体的影响力进一步做大
做强。

30 多年前，学界还就党报能不能
做广告，产生过激烈的争论。时至今
日，党报的经济属性已无人质疑。今
天提出这个问题，留给大家讨论，也
有赖于用实践来解答。

（据《解放日报》）

政务新媒体如何应对“淘汰期”？

■时政观

■大观园

■地球村

湖南洞庭湖畔有一座岳阳楼，
与武昌黄鹤楼、南昌滕王阁并称为

“江南三大名楼”；范仲淹为岳阳楼
写过一篇《岳阳楼记》，传诵千古。
不过，许多人未必知道岳阳楼的重
修，却是因为一件腐败案。

遭弹劾

重修岳阳楼的滕宗谅，与范
仲淹为同年进士，是一位有着豪
侠气概的士大夫，能领兵杀敌，喜
结交朋友，行事豪迈，出手慷慨，
常一掷千金。

庆历三年（1043）九月，监察
御史梁坚弹劾滕宗谅之前担任泾
州（今甘肃泾川）知州时，“用过官
钱（公用钱）16 万贯，有数万贯不
明，必是侵欺入己”。

公用钱有时也被写成“公使
钱”。但是，在宋代，“公用钱”与

“公使钱”实际上是两回事，只不
过常常被人混淆了。公使钱是朝
廷拨给官员的个人津贴，“皆随月
给受，如禄奉焉”。公使钱的数
额，依长官的官阶分为若干等，从
500 贯至 2 万贯不等。长官可以
自由支配属于他的公使钱。

滕宗谅涉嫌滥用的，是属于
地方政府公务经费性质的公用
钱，而不是属于长官个人津贴性
质的公使钱。

既然有御史弹劾滕宗谅滥用
公用钱，仁宗皇帝便委派太常博
士燕度前往“鞫其事”，将滕宗谅
从庆州带到邠州（今陕西彬县）接
受调查。滕宗谅闻讯，“恐连逮者
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将登记
公用钱使用情况的账簿焚烧掉。
他也坚决不承认自己挪用了 16
万贯公用钱，只称在泾州任上时，
因 为 招 待“ 诸 部 属 羌 之 长 千 余
人”，才动用了 3000 贯公用钱。

两种意见

其实，以滕宗谅花钱豪迈的
性情，交游又广，“间以馈遗游士
故人”，经手花出去的公用钱，肯
定不止 3000 贯。但若说滕宗谅
挪用了 16 万贯公用钱，那显然也
是不实之词，因为朝廷拨给泾州
的公用钱数目都不可能有 16 万
贯之多。滕宗谅本人并不贪财，
只是花费公款一直大手大脚，去
世时身无长物，“及卒，无余财”，
生前他经手的公用钱，应该都用
于公务接待与馈赠游士故人了，
而非入了他私囊。但说他“枉费
公用钱”，却是确凿无疑的。

那么应该如何处分滕宗谅
呢？朝廷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
见。时任枢密使的杜衍力主从严
处罚，“欲深罪滕宗谅”。杜衍的
意见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滕宗谅
滥用公款且烧掉账本的行为，显
然是对国法的挑战。

参知政事范仲淹与谏官欧阳
修“则力争而宽之”，毕竟滕宗谅
并无贪赃入己的行为，以公用钱

“馈遗游士故人”也是本朝惯例。
范仲淹还告诉仁宗皇帝：他和韩
琦以前在泾州时，也是这么使用
公用钱的。如果这么做有罪，那
么请皇上“将臣与韩琦用钱事状，
一处定断，以正典刑”。

宋仁宗权衡再三，听从范仲淹
之言，对滕宗谅从轻发落，夺一官

（降一级官阶），徒知虢州（今河南灵
宝）。时为庆历四年（1044）正月。

但是，仁宗的这个处分决定，
立即受到御史中丞王拱辰的强烈
反对。其他御史也“执坚奏劾宗
谅不已”。最后，宋仁宗不得不

“用御史中丞王拱辰之言”，在二
月重新下诏，“徙知虢州滕宗谅知
岳州”。北宋时，岳州差不多就是
一个蛮荒之地。不过，滕宗谅到
底是豪爽之人，不会太计较穷山
恶水。他上任不久，便决定重新
修葺岳州的岳阳楼。

皆称其能

这一次，滕宗谅不敢动用公
款 ，而 是 采 用 了“ 众 筹 ”的 办 法
——岳州有不少“老赖”，欠债不
还。滕宗谅便发布一个通告：“民
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
为督之”，意思是说，凡是讨不回
债款的债主，如果愿意将他们的
一部分债权捐献给政府修建岳阳
楼，政府将协助他们追债。于是

“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
滕宗谅自己掌管这笔巨款，

“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
雄丽，所费甚广”。按王拱辰的说
法，滕宗谅从中捞到了不少油水，
可是“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

岳阳楼建成，滕宗谅请老朋
友范仲淹写了那篇千古传诵的

《岳阳楼记》。
（据《新华每日电讯》）

岳阳楼背后的
腐败案

年初以来，业内不断传来“微信公众号淘汰期已到”“微信公众号江湖飘摇，风光不再”的声音。
自古“大浪淘沙智者胜”。微信公众号的发展态势究竟如何，出现了哪些问题？对这些年来励精图治、气象万千的政务新

媒体们，意味着怎样的挑战？他们需要跨过哪些槛，才能守得住又行进得更好？
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与传播系副教授、大数据与传播创新实验室（T-lab）主任禹卫华，带来他的观察与解析。

先查微信群

■哈哈镜

（据《讽刺与幽默》）

男性的谢顶迹象通常在 20 岁
后期至 30 岁开始出现，一般从后退
的发际线开始，之后便发展到头顶
和两鬓。不过谢顶的人一般不会完
全掉光头发，脑后和两侧的头发一
般不会受影响，从而形成一个马蹄
形状。因发际线而被吐槽的对象
中，最有名的应该算是英国的威廉
王子了，很多人发现，威廉王子和他
的父亲查尔斯王储一样，几乎从同
一年龄段开始有了谢顶危机。

而大家可能并不清楚的是，80%
的秃顶是由遗传造成的。对于这一
点，男士们若要想“追究”可别找父
亲，而是应该“怪”自己的母亲。因为
大多数的遗传信号来源于 X 染色体，

是从母亲那里遗传过来的。近日，有
研究团队借助英国的生物库，以超过
5.2 万名男性作为研究对象，“我们确
定了数百个新的基因信号，有趣的
是，我们发现许多男性谢顶的基因信
号遗传于他们的母亲”。

该研究团队在对 5.2万名研究对
象的基因和医疗记录进行调查后发
现，谢顶男性的基因中存在 287 个基
因差异，并确定了谢顶基因的区域。
虽然距准确预测一个人是否会遭受
谢顶危机还有一段距离，不过这一研
究结果可以帮助确定哪一群体的人谢
顶的风险要高很多。而且，这一发现
还为研制治疗脱发的药物提供了更加
具体的研究对象。 （据《北京晨报》）

谢顶基因奥秘将破解

■走笔

阿联酋：娶本国新娘享补贴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随着石油财

富滚滚涌入，阿联酋人的生活发生巨大
变化，婚事大操大办及女方索要彩礼之
风盛行。举办一个中等档次的婚礼，花
销通常在 10 万美元上下。

由于本国新娘“价码”过高，越来越
多的阿联酋男子将择偶目光转向国外，
寻求外籍新娘。阿联酋政府对此深感不
安，于是大力倡导婚事简办及新娘“本土
化”。1992 年，阿联酋婚姻基金会成立，
由基金会向每位迎娶本国姑娘的阿联酋
男子提供资助，还出资举办集体婚宴。
目前已有至少 5 万多对新婚夫妇得到资
助。

当然，“国家结婚补贴”也不是任何
人都可领取的，申请者的月收入上限为
1.6 万迪拉姆（约人民币 3 万元）。

德国：双方共办婚礼
德国年轻人结婚年龄较晚，平均在

30 岁左右。他们往往要在共同生活 3
至 5 年后，才决定是否结婚。

德国人很重视婚礼，每个人都愿意
把婚礼办得风风光光。但德国又是一个
精打细算的民族，德国人的婚礼通常是
热烈、高雅而简约的。数据显示，德国人
结婚平均费用为 5300 欧元（约人民币
3.8 万元）。

按照德国传统，婚礼费用由女方家
长负担。传统观念认为，父母把女儿养
大成人，现在要把她嫁出去，从此就要由
男方负责她的一切，但是作为女方父母
要有始有终。如今老传统观念已经被破
除，婚礼一般都是双方家长协商共同出
资。

德国城市中的大部分新婚夫妇选择
租房。这与购房价格没有太大关系，而
是得益于这里合理而完善的租房制度。
年轻人不论在任何城市，从事何种工作，
都能方便地以自己能负担的价格获得稳
定居所。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外国人结婚花多少钱？
■知道分子

一个人，可能从来都没占过别
人的便宜，但是，不太可能没被别人
占过便宜。

便宜占久了，会形成依赖，觉得若
不占点便宜，就与吃亏无异，还时常将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挂在嘴边，这类
人殊不知此举大大曲解了此话的本
意。这句话有且仅有一种解释，是指
人如果不先自己修身，那么就会为天
地所不容。本是一句教人无私向善的
警语，却成了一小撮人的遮羞布，无耻
与无知并存，着实令人无语。

那天，和一位同事聊起来现在
的餐饮业如何挣钱，她便与我分享
了自己的“点菜原则”。她点菜，考

虑的不是口味，而是盘算哪些菜老
板挣得最少，用她的话说，“绝对不
能‘便宜’了他们”。这实在是一个
令人瞠目结舌的“原则”，老板是少
赚了些钱，吃了些“亏”，但对于消费
者的她来说，把菜的口味和吃的快
乐 放 在 一 边 ，真 的 占 到 便 宜 了 吗 ？
直到那时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私
下的聚会，大家唯独对她敬而远之。

想起一个故事，说的是有 3 个特
别喜欢喝酒的人，在一家酒庄隔壁
租了房子，为的就是凿开墙壁偷酒
喝。他们的办法倒也简单，将吸管
透过凿开的孔洞伸到酒缸里，如此
便可肆意吮饮了。酒庄的主人发现

这个秘密之后，想惩治一下这几个
偷酒贼。于是，他将自己这边的酒
缸换成了夜壶。第二天，3 个人又来
偷酒。第一个人刚吸了一口，顿觉
一股臊臭之气。他刚想骂，转念一
想，如果自己声张出来，那两个人岂
不是占了便宜？于是，他连声说“好
酒好酒”。第二个人迫不及待地猛
吸几口，也发现不对。他同样想，我
已经吃亏了，绝不能便宜了最后一
个。3 个都想占便宜的人，结果个个
吃了亏。

虽然俗语云：吃亏是福。但我
们身边总是不乏爱占便宜的人。有
的人，爱占嘴上的便宜，伶牙俐齿，

步步紧逼，稍一占理，绝不相饶；有
的人，爱占蝇头小利的便宜，买菜遇
到零头，必会缠着摊主抹零，不然感
觉买回去的菜就算做出来也不香。

有人曾专门分析过“占便宜心
理”，这种人，往往抱着一种“众人皆
醉我独醒”的心态。他们认为，自己
占了便宜别人根本不知道。事实果
真如此吗？恰恰相反，大家对爱占
便宜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只不过
大 多 不 愿 说 破 罢 了 。 便 宜 越 占 越
多，格局越来越小，视野越来越窄，
人脉越来越少，等到“曲终人散”，遇
事“孤立无援”，才幡然醒悟。那时，
岂不晚矣？ （据《 讽刺与幽默 》）

闲话“占便宜”

通常说来，抗生素会与细菌细胞结
合以摧毁它们，就像钥匙插进门锁。细
菌形成抗药性后就好比换了门锁，钥匙
无法使用。但研究人员发现，一种药物
能对细菌施加极其强大的力量，可以“把
门从铰链上扯来”。

这项在伦敦大学学院开展的研究着
重分析了万古霉素和奥利万星，前者是
治疗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最后
手段，后者是改良版万古霉素，用于对付
复杂的皮肤感染。

研究人员发现，奥利万星强行进入
抗药细菌所用的力量是万古霉素的 1.1
万倍，尽管二者使用相同的“钥匙”。奥
利万星在 15 分钟内就能杀死细菌，而万
古霉素需要 6 至 24 小时。

抗药性增强由几大因素推动，包括
过量开药、开错药方和药量以及把抗生
素用于农业。一些细菌甚至能抵抗粘菌
素等作为“最后手段”的抗生素，而超级
细菌甚至能释放诱饵分子，以逃避被药
物杀死的命运。

伦敦大学学院的约瑟夫·恩杰吉拉
博士说：“有些抗生素的力量极大，相当
于把门从铰链上扯下来，可以即刻杀死
细菌。我们的研究显示，奥利万星产生
的力量可以把细菌撕碎。我们的发现不
仅有助于设计新的抗生素，还可以改良
现有产品，攻克抗药性问题。”

他解释说，奥利万星的分子聚合得
非常紧形成分子团，它们能钻破细菌表
面，将其撕碎并杀死。科学家正在寻找
有类似特点的其他抗生素，以研制能击
败超级细菌的“新一代”药物。

（据《参考消息》）

给抗生素“增压”
能杀死超级细菌

多伦多大学的专家发现，虽然大脑
中有上亿个脑细胞，但只有少数脑细胞
是与痛苦记忆相关的。在对老鼠进行的
突破性研究中，科学家成功找出了与“恐
惧或威胁”记忆有关的脑细胞，并把它们
删除。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删除关于
某件事的记忆，同时不影响其他记忆。

记忆位于大脑中不同的区域。但研
究团队发现，存储“恐怖或威胁”记忆的神
经元都位于大脑中的一个区域，而其他记
忆位于其他区域。

抹去痛苦的记忆可以帮助那些被强
奸者或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军人。但
这样做也存在伦理障碍。一些伦理学家
认为，删除记忆意味着删除一个人身份
认同中的重要部分。

科学家说，有朝一日我们可以通过消
除痛苦记忆的方式来治疗创伤后应激障
碍。对这些人来说，记忆是一种伤害，干
扰了他们的正常生活。此外，研究人员还
发现，还能去除与毒瘾有关的神经元。

（据《参考消息》）

痛苦记忆“一键删除”

■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