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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德州，我们拍了孩子们写下的一撇一捺；在重庆石柱，我们听老乡们讲川
菜的五味调和；在河北承德，我们登上“望海楼”见识塞罕坝林海的浩瀚……这些是
发生在 2023 年夏天的事情。南北间行进，巷陌中穿梭，我们并不是要记录人文地
理，而是在寻找链接，让新时代“枫桥经验”直抵用户心头的链接。

2023年6月，法治网制作的“中国‘枫景’”系列微视频开播，迅速圈粉。在第
34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中国‘枫景’”系列微视频获评系列报道（新媒体）类二
等奖。“中国‘枫景’”系列微视频的制作，是法治网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背景下
推进有效传播的一次尝试。

老人和她收养的孙女，长期
居住在破烂的房屋中；小女孩成
绩很好，但因为没钱上学，只能
和弟弟在家放羊砍柴；老人在路
边推销石榴，石榴却被人扔到地
上；9 岁男孩和奶奶相依为命，
背着背篓沿路卖石榴……2023
年以来，在四川省凉山州、攀枝
花市，出现了不少令人心酸的悲
情短视频，“可怜”“贫穷”“苦
难”，是这些短视频的通用“关
键词”。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些短
视频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出现，情
节内容高度相似，是巧合还是另
有隐情？我们对此进行了连续调
查采访，发现这些视频都是虚
假摆拍，视频拍摄者靠贩卖苦
难、收割流量、消费爱心，最终
牟取利益，背后是一条“吸粉—

引流—带货—变现”的灰色利益
链条。针对这样的“视觉贫困”
乱象，封面新闻开设贯穿全年的

“揭穿视觉贫困谎言”新闻专

题，聚焦“视觉贫困”网络乱
象，用真相粉碎谣言，该专题报
道获得第 34 届中国新闻奖新闻
专题（新媒体）类二等奖。

■中国新闻奖背后

“枫桥经验”肇始于上世纪
60年代，发源于浙江省诸暨市枫
桥镇。其主要做法是，发动和依
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
解决。

1963年，毛泽东同志亲笔批
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
推广去做。”此后，“枫桥经验”
从小镇走向全国，成为全国政法
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
的习近平同志明确要求充分珍
惜、大力推广、不断创新“枫桥
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对坚持和发展“枫桥经
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
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
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
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
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
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
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
坚持好、贯彻好”，为“枫桥经
验”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2023 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
学 习 推 广 “ 枫 桥 经 验 ” 60 周
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
持 和 发 展 “ 枫 桥 经 验 ” 20 周

年。法治网接到了做好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网上
主题宣传的任务。

让用户了解新时代“枫桥经
验”，接受新时代“枫桥经验”，
以及参与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实践中来，是我们
定下的传播目标。

问题是，怎么实现？答案
是，建立链接。

我们要找到一条能够让用户
对新时代“枫桥经验”有直观、
切身触感的路径，也就是让新时
代“枫桥经验”直抵用户心头的
链接。

建立链接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法
治日报》 版面上的“老面孔”。
法治网创作团队翻遍报纸上的各
类报道，消化吸收新时代“枫桥
经验”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发现，在各
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的实践中，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吸收和运用充满其间。

“ 以 和 为 贵 ”“ 礼 让 和
谐”……这些传统文化基因不仅
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源头活
水，更是人民群众心里最朴素的
价值认同。

文化链接，由此开始搭建。
山东德州，唐朝时曾为平原

郡，书法家颜真卿曾在此任太
守。如今的德州，在坚持和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中，打
造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品牌——

“德为民”。两相结合，我们从颜
真卿书法中找出“德”字，以拆
字方式呈现“德为民”在于心、
在于行、在于直的文化内涵。于
是，有了孩子们书写的镜头。

重庆石柱，巴盐古道绵延至
此，五湖四海汇聚一方，自古便
讲究“和为贵”。川渝饮食文

化，声名在外，秘诀在各种味
料的巧妙调和。于是，有了以

“五味调和”为喻，讲述“以和
为贵”。

河北承德，“三个一”工作
法让初看者不明所以，但“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
物”耳熟能详。“三个一”与

“三生万物”，除了字面上的关
联，还有“和谐”本义的同质。
于是，有了第三期作品《一个都
不能少》。

文化，架起了新时代“枫桥经
验”与用户之间价值认同的链接。

文化链接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
代“枫桥经验”的根本宗旨。从
一定意义上来讲，“枫桥经验”
就是以人为本的经验，其价值体
现在始终着眼于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始终聚焦人民实际需
求，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坚决维
护社会稳定。

山东德州打造的一站式矛盾
纠 纷 多 元 化 解 品 牌——“ 德 为
民”，不断激活基层治理的“神经
末梢”，建设高效化解矛盾的“快
车道”；黑龙江齐齐哈尔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创新“四所一庭一中
心”联调联动工作法，融合法庭、
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力
量，以法治化手段化解社会矛盾

“疑难杂症”；河北承德贯彻落实
诉源、案源、访源“三源共治”理
念，实行一村一法官、一社区一法
官、一校一法官的“三个一”工作
机制，将群众间的纠纷化解在田
地、社区、校园。

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中
的桩桩件件，都在为了人民、造
福人民。然而，对于大多数群众
来说，新时代“枫桥经验”是熟
悉的陌生认知。

怎样唤起这份“沉睡”的认
知？有着切身体会的事情最有说
服力。共情链接，由此搭建。

层层住户“接续”漏水，居
民不堪其扰，牢骚满腹。物业公

司久拖不修，推诿扯皮，最后搬
出“没有交物业费”的说辞。如
此情形，是不是像极了与物业公
司打“拉锯战”的你？

护林员夫妇工作生活在“望
海楼”，像照顾孩子一样守护塞
罕坝的林海。在防火紧要期，护
林员每隔15分钟就要瞭望一次。
此时，手机上显示老师的电话号
码，孩子弄伤了同学的胳膊。如
此情形，是不是像极了工作中最
怕接到老师电话的你？

我们将这些真实的案例搬上
小屏，用这些随时可能发生在身
边的事情告诉用户：不用着急、
不用烦心，新时代“枫桥经验”
可以帮助你。

借助故事化的语言表达、喜

剧式的场景设计、巧妙的镜头运
用，新时代“枫桥经验”，通过共情
链接，轻盈地走进用户心里。

在复盘这项宣传工作时我们
发现，建立链接这一工作方法，
不仅适用于新时代“枫桥经验”
网上主题宣传，也适用于所有的
内容生产。建立链接，是我们做
好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网上主题宣传的工作方法。

“流量时代”的正能量传播，更需
回归新闻规律，找准报道对象与
用户之间的关联点，建立信息需
求链接、价值需求链接、情感需求
链接，通过服务式思维、场景化传
播，提升内容与用户的黏性，重构
主流媒体与用户的链接。

（作者系法治网总编辑）

共情链接

法治网“中国‘枫景’”系列微视频——

让主流舆论直抵用户心头
□余飞

在视频博主“云南波波”发
布的视频中，一名年迈的老人和
孙女住在一间破烂房屋中相依为
命，感动了不少网友。为了找到
老人和女孩了解情况，我们与当
地网信部门一起在凉山州内持续
寻找，最终，在西昌市马鞍村找
到了他们。

经过了解，视频中的老人确
实是马鞍村人，但视频中的破旧
房屋只是一间放置农具的生产用
房。小女孩也并非老人的孙女，
而是视频中“村长”的女儿，而
这名“村长”，实际是村民张某。

这名博主还发布了他给一名
彝族老人发放 3000 元捐款的视
频，文案为：“已经安排好，感谢大

家支持”。我们了解到，他确实向
老人发了3000元钱，但在视频拍
摄结束后，又收回了 2800 元，实
际只给了老人200元。

在这名博主的另一条视频
中，一名成绩优异的女孩因为家
庭困难，没钱上学，和弟弟辍学
在家放羊砍柴，平时只能吃土
豆。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评论，表
示想要资助他们。

几经周折，在西昌市巴汝镇
中心校，我们找到了视频中的姐
弟两人。经现场询问和核实，姐
弟俩并没有辍学，且两人都有身
份证、学籍证明，不存在没有户
口的情况。姐弟俩的爷爷奶奶家
中有农田，孩子会在课余时间主

动砍柴、喂猪，做些力所能及的
农活，与视频提到天天吃土豆等
情况不符。

为了让证据链形成闭环，我
们联系上了博主“云南波波”进
行采访。当问到他发布视频的原
因时，他承认拍这些视频是为了
流量，“待粉丝量积攒到一定数
量后，好走上带货的道路”。

我们根据前期深入核实查证
的内容，形成了以证据为核心，
以现场走访为叙事特色的辟谣稿
件，于 2023 年 2 月 20 日晚率先
在四川省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独
家发布，第一时间对虚假视频内
容进行澄清回应，取得了良好的
传播效果。

走访调查 寻找视频当事人

谣言并未终止。一名老人
带着两名小女孩向路边车辆推
销石榴，但车内人员却将石榴
扔到车外，老人满眼无奈，只
能说一句“生活本来就不讲道
理”……2023 年 9 月，多个情
节相似的“石榴滞销”视频，
开 始 在 短 视 频 平 台 上 广 泛 传
播，引得众多网友的关注。

这些视频是在哪里拍摄的？
内容真实吗？抱着怀疑的心态，
我们开始采访调查。通过反复观
看这些视频，我们在画面中发现
了一个模糊的门牌号——“乐寨
村12组10”，通过搜索，我们确
定该视频拍摄于四川省凉山彝族
自治州会理市。

沿着353国道，我们开车近
4个小时，来到会理市新发镇乐
寨村。在近 40℃的高温下，我

们一路打听，最终找到了 12 组
10 号的门牌号，经过对比，我
们 确 认 这 里 就 是 视 频 的 拍 摄
地，但视频中的老人家并不住
在这里。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挨家
挨户询问，我们最终找到了视频
中“贫病交加”的老人。毫不意
外，他告诉我们，这些视频都是
摆拍的，拍摄者给了他 400 元
钱，手把手教他如何“演戏”。

在之后的近两周时间里，
我 们 实 地 走 访 了 凉 山 州 会 理
市、攀枝花市仁和区的石榴产
区，分别找到了上述“石榴滞
销”视频中的多名当事人，经
询问，这些视频无一例外都是
虚假摆拍，多名短视频博主付
费请村民当“演员”，虚构故
事，渲染悲情，拍摄了情节相
似的内容。其中，在各大短视

频平台传播上亿次、感动众多
网友的 9 岁男孩“小宝”和奶
奶相依为命卖石榴的故事，也
纯属编造。

通过进一步调查，我们发
现 这 些 视 频 背 后 ， 其 实 都 是

“卖惨”带货的营销套路：通过
有意制造出的摆拍虚假视频引
流 ， 然 后 在 平 台 带 货 销 售 石
榴，让众多不明真相的网友在
感动之余下单购买，最终牟取
利益。

经过扎实的调查采访，我
们客观、完整地还原了一些博
主以“爱心助农”的名义，刻
意制造“视觉贫困”现象的全
过程，揭示了这种现象背后存
在的利益链条，引发了社会的
广 泛 关 注 ， 以 及 对 “ 视 觉 贫
困”现象的深思。

层层抽丝 揭示“苦情”背后利益链条

凉山州是我国脱贫攻坚最难
啃的“硬骨头”之一，经过多年
艰苦卓绝的努力，2020 年，凉
山已经全面脱贫摘帽。然而，凉
山又是一个“天然的流量池”，
时至今日，仍然有各种声音在

“污名化”凉山，虚假的“视觉
贫困”就是其中一种。

“大凉山小女孩每天上学捡
瓶子”“哥哥考上北大，弟弟辍学
在家卖苹果”“凉山百万网红虚假
宣传案”……从 2023 年到 2024
年，封面新闻搭建的“揭穿视觉
贫困谎言”专题，一一还原了这
些“视觉贫困”现象背后的真相，
揭穿了谣言。我们用 30 余篇融
合报道，完整还原“卖惨”视频

“造假”全过程，揭开了“视觉
贫困”背后的经济链条：部分视
频博主靠着贩卖苦难，收割流
量，消费爱心，最终牟取利益，

“假剧情、真套路”的致富密
码，首次展现在大家眼前，在全
网引发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

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解
决“视觉贫困”的问题，不能仅
靠报道。于是，我们用新闻评论
引导读者，请来专家学者剖析原
因，律师以案普法教育，还邀请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全国
两会上建言献策。

除了图文报道，我们还通过
视频、漫画等形式还原了事实真
相。在不断地曝光、揭露下，

“视觉贫困”这一话题迅速成为
全网热点，得到 《人民日报》、
新华社等22家中央媒体、107家
省级媒体的关注，封面新闻矩阵
阅读量超2亿，全网各大平台阅
读量超5亿。

更重要的是，通过持续深度
报道，“视觉贫困”这一现象受

到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多部委
共同开展“清朗行动·打击视觉
贫困”专项整治行动，“凉山曲
布”“凉山孟阳”“笑宝来也”等
众多“卖惨”网红，受到属地公
安部门依法严肃处理。如今，

“卖惨”带货现象在凉山得到显
著遏制，相关案例明显减少，

“视觉贫困”也成为我国网络辟
谣的一个专属标签。

（作者均系封面新闻记者）

融合报道 还原“视觉贫困”背后真相

封面新闻“揭穿视觉贫困谎言”新闻专题报道——

用真相粉碎谣言
□罗石芊 徐湘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