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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雨来

今年初的疫情期间，人们足
不出户，对于不少人来说，家里百
十平方米的空间成了信息孤岛。
我的一位长辈亲属，长时间接触
不到本地新闻，不免有些焦躁，就
向我发微信求助。此后，我每天
都把权威媒体的信息发送给他，
至今还记得他收到平顶山晚报微
信公众号的信息后，在微信语音
里激动的语气。

这说明，我们都渴望信息，尤
其是，有关我们的身边人、身边
事，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信
息。我们是信息的接受者、消费
者和受益者。信息也是我们生活
和精神的建筑材料，是构建三观
的基础。

问题来了：一部智能手机+各
种自媒体平台就能生产海量信息
的当下，我们为什么还要读报，还
要接受报纸信息，或曰新闻？

这个问题，要问我们自己，就
是我们想吃一道什么样的菜。

IT 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借助
于智能技术，新闻的生产过程日
益扁平化，低至一个人，就能在社
交平台注册账号，或者注册一个
二级平台，传播各种消息。在市
场经济的加持下，这种低门槛的
传播方式，可能与谋利冲动相结
合。而传播者一旦被谋利冲动掌
控，就很难生产高质量的新闻产
品。

业内曾流行一句话：新闻无
学。之所以有这种说法，是因为
新闻工作的替代性比较强，至少
表面上是这样。自媒体的遍地开
花，就是这种说法的注脚。新闻
当然不是没有学问。而且，新闻
的学问，与其生产过程伴随始终，
是新闻生产的指南。比如，新闻
要求及时、准确。这个准确，就是
我们常说的新闻的生命——真
实。如何保证新闻的真实性？新

闻的生产，要求至少有两个信息
来源，以交叉印证。自媒体能一
直遵循这样的生产准则吗？

自媒体的利益，是通过流量
变现的，这决定了它必须追求“及
时”，从而在“及时”和“准确”之间
失去平衡。我们经常会看到新闻
反转，就是自媒体的生产节奏太
快了。它往往需要严肃的传统媒
体给它查漏补缺，帮它完成一个
完整的新闻产品。

新闻生产，是一个流程，而非
简单的信息发布。自媒体的生产
方式基本没有程序，更缺乏专业
人士在每个程序节点上把关。这
道菜，里面或许有沙子、有大青
虫，甚至有毒药残留。更可怕的
是，一旦你习惯了接受这样的信
息，平台就会根据算法一直给你
推荐这种账号和信息，让你一直
待在这样的信息中。

而传统媒体，比如纸媒，依然
有一批专业的采编人员，按照严

肃的专业要求和职业操守，通过
严格的程序来生产新闻。比如，
我现在这篇稿件，后面还要经过5
道程序，才能印到报纸上。这样
经过专业人士按照严格流程生产
出来的菜，才是一道健康的菜。

今天，晚报刊登了一个老读
者的故事。市二高退休的古伦
智老师，把读报当成她和老伴的
一大乐事。古老师的生活，从报
纸中获益，报纸也是她表达自我
的平台，实现精神追求的渠道，
双方相得益彰。读报纸，不是说
花了多少钱，而是一个人的生活
态度。

在商业社会中，各种利益追
求都有其正当性。我们不否定自
媒体谋利的正当性，但我们对一
些谋利方式持保留意见。当然，
传统媒体不仅有纸，也有新媒体
平台。毕竟社会需要共建，劣币
需要良币驱逐。

（相关报道见今天A7版）

我们为什么还要读报？

文┃盘和林

数字经济的发展，让流量成
为商业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但
绝不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最近，康巴小哥丁真一夜间
火遍全网。热度的发酵始于双十
一当天，一名摄影师在个人账号
上传了一段 10 秒视频，丁真走进
公共视野，随后，网红公司、选秀
节目闻风而动，当地政府“出手”
更为迅速。四川省理塘县国资委
下属国有公司——理塘文旅公司
与丁真签约，聘请其为理塘旅游
宣传大使。

丁真的出现，让好山好水的
地方旅游成功出圈。丁真爆红之
后，理塘的互联网搜索指数增长
了 620%，当地与丁真合作的旅游
宣传片《丁真的世界》目前已经有
1500余万次点击量。这为甘孜和
理塘带来实在的收益。数据显

示，自 11 月 17 日起，甘孜当地酒
店每天预订量同比均保持在 1 倍
以上的增长，机票订单量同比增
长近两成。

另外，有许多网红公司抛出
橄榄枝，希望搭上丁真这辆顺风
车。的确，数字经济时代，流量对
于地方旅游和商业发展至关重
要。如果没有丁真的爆红，很少
有游客能注意到这个今年 2 月才
脱贫的地方，虽然这里有淳朴的
人民、独特的民族风情和让人叹
为观止的自然景观。

然而，疯狂的流量效应之后，
真正能够推动地方发展的，能够
支撑流量长期存活下去的，依然
是硬实力。

表面上看，理塘此次出圈是
偶然，是幸运地碰上了丁真，事实
并非完全如此。早在丁真走红之
前，甘孜理塘就曾多次尝试打造
颇具民族特色的旅游项目，包括

盛大的赛马大会、康巴汉子选秀
等，只是缺乏曝光度未能如愿获
得足够多的关注。有记者探访发
现，当地提供的特产从设计到包
装都很有心思，既保留了当地特
色又具有较高的现代工艺，价格
也比较合理。再加上甘孜地区本
来就拥有的自然风光，还有当地
对旅游景区的重点保护，才共同
成就了这一次互联网旅游的出
圈。

所以，互联网+旅游想要真正
地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红，获得长
远的获客能力和长期发展，更重
要的是要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和吸
引力。比如，曾经红极一时的江
苏荡口古镇、成都枣子巷等，虽然
短时间内通过大量宣传和与网红
合作吸引了不少游客，但因为之
后的建设弊端以及保护不力等原
因如今变得冷清。互联网+旅游
真 正 吸 引 人 的 核 心 仍 然 在“ 旅

游”，任何网红宣传的本质都最终
会落在旅游体验上面。

数字经济的发展，让流量成
为商业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但
绝不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流
量只是帮助旅游景点、企业在市
场中出现曝光度，而这个曝光度
能留下多久，就取决于其自身的
硬实力了，华而不实终有其被剥
开表面看本质的一天。

丁真和理塘的结合，是互联
网+旅游在流量经济时代的有益
尝试，但我们还需透过现象看本
质 ，真 正 成 就 理 塘 的 并 不 是 丁
真，而是一代一代人的努力和地
方不断升级提升旅游服务的措
施 所 打 造 的 好 山 、好 水 、好 地
方。流量变现仅仅提供的是一
个难得的契机，地区发展旅游、
发展经济还需要下硬功夫，不能
仅仅把偶然性的流量视为投机
取巧的快车道。

丁真一夜爆红，旅游地圈粉不靠网红靠实力

传统媒
体，比如纸
媒，依然有
一批专业的
采编人员，
按照严肃的
专业要求和
职业操守，
通过严格的
程序来生产
新闻。

流量只
是帮助旅游
景点、企业
在市场中出
现曝光度，
而这个曝光
度能留下多
久，就取决
于其自身的
硬实力了。

教书育人是老师的天职，但现实
中，老师们的时间却被不少与教育教
学无关的事务占用。日前，教育部表
示要加强中小学教师减负督查力度，
预计年内所有省份都会出台减负清
单。真心希望，把时间还给老师，把老
师还给孩子！

教育减负已被强调多年，在某些
地方却“越减越肥”——会议多、评比
多、表格多、抽调多，让老师们成了“表
叔”“表哥”，抽走了时间，分散了教学
精力。

新华社发 刘道伟 作

时间都去哪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