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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汇报，国产网剧“出海”近来屡传佳音，
由推理小说《长夜难明》改编而成的网剧《沉默的
真相》在釜山国际电影节获“最佳流媒体原创剧集
奖”。业界学者认为，中国庞大的网络收视人群和
不断扩容的网络创作阵营，既为网生内容提供了飞
速发展的机遇，也不断提出新挑战，而说到底，唯
有优质内容，才能站稳脚跟，被世界看见。

回看中国网剧的成长路径，悬疑题材是扛起大
旗的那一个，从2014年横空出世的《心理罪》开始
惊艳网友，到此后的悬疑网剧站在“出海”队伍的
前列。作为国产剧的传统优势项目，古装题材在网
剧领域也有着亮眼表现。《长安十二时辰》除了在
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播出后，更以“付费内
容”形式在北美地区上线，标志着出海国产剧首次
进入包月付费区。此外，青春爱情题材也逐步打开
了“破圈”的切口，《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与
《最动听的事》分别于2018年、2019年被奈飞买下
海外发行权。

中国“网剧元年”的诞生距今虽不足十年，但
在高产量中展现出的高质量已然展现出国产网生剧
集的巨大潜力。随着屏幕前观众眼光愈发细致严
格，精品化、创新化的内容形态正在呼之欲出，与
市场构成良性循环，未来可期的“华流”正在拥抱
更多可能性。

主题公园的“四化”

发展之路
据光明日报，伴随北京环球影城开门迎客，国

内主题公园市场再掀热潮，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主题
公园投资的一片沃土。

虽然中国主题公园发展前景广阔，但其质量和
内容还有巨大的提升和创新空间。本土主题公园普
遍缺乏文化内涵、故事创新、产权保护及产业链深
耕，对中华优秀文化的挖掘和融合能力仍然较弱，
同质化、弱IP等问题仍是国内主题公园的普遍问
题。从行业格局看，“外有强敌环伺，内有群雄逐
鹿”是国内本土主题公园生存环境的真实写照。

国内主题公园未来发展，应着力做好“四
化”：一是主题公园主题化，深挖中国传统文化内
涵，结合现代时尚潮流元素，打造中国品牌符号，
讲好中国文化故事；二是主题公园产业化，应加大
在政策、金融等领域的支持力度，指导主题公园企
业加快创新产品、业态、商业模式；三是主题公园
商业化，应以IP流量运营为核心，借助IP研发孵
化、授权合作、衍生服务等手段，优化选品、陈
列、销售、激励等各环节要素；四是主题公园科技
化，沉浸式、互动化高科技游乐体验及新型演艺内
容制作和呈现手段，将赋予主题公园更广阔的发展
空间。

电影市场后劲足

据经济日报，中国电影市场近期令人振奋。国
庆档总票房超过43亿元，全年总票房突破400亿
元，提振了市场信心。《长津湖》《我和我的父
辈》等头部作品兼顾电影“硬工业”与文化“软实
力”，满足了观众期待。全国城市银幕数突破8万
块大关，增长速度领跑全球，展现了产业活力。

总体来看，我国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一方面，
电影生产端投资者、创作者的态度愈发理性，专注
影片质量的企业有望带来更多佳作。另一方面，电
影市场端经营者、消费者的需求始终旺盛，市场整
体的规模和潜力有目共睹。

从生产端来看，越来越多企业正集中精力打造
精品、树立口碑、深耕赛道。如《长津湖》《我和
我的父辈》等作品的成功，离不开以中影、博纳等
为代表的头部企业与各家中小影视公司共同发力。
从市场端来看，不仅要看票房一时的“冷”与
“热”，更要关注整体业态是否能够健康发展。可
以看到，出品方、发行方、影院经营者与购票平台
等市场主体，面对线上文娱消费冲击、非黄金档期
影片供应不足等问题，都在积极出招、转危为机。

景点变“盲盒”尴尬了谁

据天津日报，长途跋涉本为了“粉色沙滩”而
来，结果不仅颜色不对，沙也变成了粗粝石块、厚
实泥土；沿着博主推荐路线找到照片中充满文艺范
儿的“小镰仓”，眼前却是混凝土高架桥，杂草丛
生，犹如施工现场……打卡网红景点，却像体验拆
盲盒，多少人遇到过类似的尴尬？

近年来，网红景点以其个性化特征，迎合了许
多人、尤其是年轻游客的需求，不同于传统大型景
区有国家等级评定，它的出圈多是靠网络“种
草”。有一说一的体验攻略，自然是有参考价值
的，但若玩过度修饰赚流量、虚假营销的套路，终
有被揭穿的一天。

纵观一些被吐槽的网红景点，要么是“傍名
牌”搞复制，提供一个千篇一律的拍照“背景
板”，要么是东施效颦，“形”没学到位，“魂”
更谈不上……滤镜下的美景短时间内可能会吸引一
些人，但粗制滥造、经不起检验的网红景点注定是
没有生命力的。吸引人、留住人，必须靠实力，
“打造”绝不是装个滤镜、修修图那么简单。景点
基础设施建设能不能满足游客需要，个性产品的规
划和开发是不是科学，相应管理服务水平能不能跟
得上，有没有在文化内涵上深挖，这一系列问题才
是值得好好思考的。

（□记者 刘一颖 整理）

中国网剧好作品

被世界看见

齐耳短发，素面朝天，戴一副棕色框架眼
镜，抱一本书，走起路来目不斜视，出门总忘
带钥匙……周迅演绎的屠呦呦喜怒不形于色，
独往独来，看起来有些呆板，但对研究却着
迷。周迅颠覆了《红高粱》中那个外向的敢爱
敢恨的九儿形象，塑造了一个性格内向、独特

的科学家形象。
由国家广电总局出题、组织推进的重大现

实题材电视剧《功勋》之《屠呦呦的礼物》单
元，10月18日晚在北京卫视收官。这个单元由
导演郑晓龙执导，王小平编剧，周迅、张颂
文、宋佳伦、郭晓峰领衔主演。以第一位获得
诺贝尔科学奖的中国本土科学家屠呦呦为原
型，细致展现了屠呦呦从接受“523”任务开
始，历经多年研究发现抗疟新药青蒿素的全过
程。

知识分子不好演，生活半径无非就是两点
一线——— 从家到实验室，表演空间小，专业性
强，不容易引起观众共鸣。印象最深的是若干
年前潘虹扮演的《人到中年》中的眼科医生陆
文婷，陆文婷埋头于自己的业务，为了照顾家
庭忍辱负重，却被幼小儿子的一个烧饼一杯白
水感动得掉下眼泪。潘虹的那一哭，将人到中
年的隐忍、委屈都哭了出来。克制的情感表
达，让我记住了。

对于屠呦呦，大多数人知道她是因为她得
了诺贝尔医学奖。其实，在获得这份荣誉之
前，她和团队的研究成果已经挽救了全球数百
万人的生命。将这样一个不擅长生活，但在学
术研究方面严谨、不惧困难、拥有革新立场的
科学家形象立体丰满地呈现在观众面前，的确

不是易事。
周迅首先抓住了屠呦呦的“身份”。她是

女儿、是母亲、是妻子、是街坊邻居，她不是
通常意义上的贤妻良母，按照传统的标准去衡
量，她都不“合格”。生活中柴米油盐主要由
丈夫操持；屠呦呦回家总会忘记带钥匙；说好
的接孩子放学，却因为工作被抛诸脑后；因为
研究着迷，疏远了和父母之间的关系，让父亲
一直耿耿于怀；好不容易有时间看望小女儿，
却买错鞋、坐过站。而这一切，都演得自然妥
帖，周迅紧紧抓住了屠呦呦“这个人”，演出
了差异化，演出了不能被取代的地方，演出了
烟火气。她的演技了得。

屠呦呦的特质，是对初心的坚守。在研究
过程中，屠呦呦和课题组的同事曾多次就青蒿
素的提取方法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屠呦呦直
言：“科学研究不应该有禁区，不管是从中药
店买的药材，还是野地里长的植物，不管是水
煎还是绞汁，只要研制出新的抗疟新药能救人
命，就应该大胆地尝试。”不懂人情世故，以
透明之心，投入地寻找疟疾的克星。电视剧中
有一个场景，在一个深夜，望着星空，屠呦呦
把一个个星星都命名为中草药，一味一味地数
着，猜想着，她着迷了。周迅用眼神，演出了
屠呦呦那丰富的内心。导演盛赞周迅：“我觉

得周迅天生是做演员的料，塑造能力极佳，她
像进入到这个人物里一样，连走路拿包的样子
都越来越像屠呦呦。”

屠呦呦的特质，还有一个是非常冷静。有
场戏讲述屠呦呦所在的实验室意外着火，
“523”课题组前期的实验成果在这场大火中
毁于一旦，一向情绪稳定的屠呦呦哽咽着说：
“我对我们‘523’项目会碰到什么样的问
题，有过各种各样的设想，唯独没有想过会着
火，其实火灾不是问题，火灾反而对我们是个
提醒，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对青蒿的……提
醒我们对青蒿的提取工艺还有实验室的安全管
理是有漏洞的。”

我了解到，在拍摄前，周迅特意去拜访屠
呦呦并和屠呦呦的同事聊天，寻找共同点，揣
摩角色。她说：“我和屠老师的性格有相像的
地方，她钻研医学，我钻研表演，所以这么一
转换，我就摸到了一些门路。”周迅真聪明，
找到转换的那个“点儿”，就贴近屠呦呦了。

看了《屠呦呦的礼物》，我的内心受到了
触动，我们的先辈做了那么多，受了那么多的
磨难和委屈，而我们却知之甚少。人间美好，
是因为有那么多先辈的付出和默默奉献，我们
应该记住并学习他们身上闪光的品质。

捕捉功勋人物的独特光泽
□ 逄春阶

《屠呦呦的礼物》剧照

□ 本报记者 朱子钰

互联网时代，信息过载严重。海量的内
容与用户特定需求之间的矛盾，传统内容分
发已经无法解决。新闻客户端、手机浏览器
移动应用程序的PUSH服务应运而生。

表面上看，PUSH新闻只是一种推送方
式。实际上，它是移动程序获取流量、提高
用户活跃度的重要手段。各大移动程序更是
将其视为兵家必争之地，围绕获取用户“注
意力”，PUSH弹窗花样百出，目不暇接。

与此同时，PUSH弹窗违规推送、过滥
推送等扰乱网络传播秩序问题困扰着绝大多
数网民。近期，国家网信办启动了“清朗·
移动应用程序PUSH弹窗突出问题专项整
治”，并初见成效。那么，我们到底需要什
么样的PUSH？

掌握流量入口的密码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新闻发言人、网
络传播局局长谢登科表示，近年来，PUSH
弹窗推送网络新闻信息已经成为网络传播的
重要通道，也是各类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
员功能的移动应用程序的主要流量入口。

上述观点毫不夸张，济南白领林娜的手
机中就装载了数十个资讯类APP，像微博、
今日头条、腾讯新闻、人民日报、新华社、
知乎、豆瓣等。“精力有限，不会每一个
APP都打开看。但是，在手机锁屏上，肯定
能看到PUSH新闻。比如腾讯新闻在锁屏上
推送的一条PUSH新闻我很感兴趣，点击之
后我便直接打开腾讯新闻的APP，顺便浏览
了其他新闻。”

她向记者分享了自己的阅读习惯。
PUSH新闻能够第一时间让她关注到，直接
切入重点。这要比自己打开APP，再搜寻新
闻的步骤更简单、快速。“时间就是金钱，
阅读新闻也要提高效率。”林娜表示，周围
的很多朋友也是按照此类方式阅读新闻。

从互联网运营的角度看，通过PUSH新
闻增加用户生命周期，成为一项重要的运营
策略。“用户从第一次打开APP到卸载APP
的整个过程，是APP用户生命周期，又称为
留存天数。”业内人士陈方透露。

引入期、增长期、成熟期、休眠期是主
要过程。大多数人初期接触一款APP时，会
对其使用功能、内容抱有一定好奇，这个时
候用户使用频率较高，行为较为活跃。随着
下载天数的增加，用户开始进入沉睡状态，
较少甚至弃用客户端。“这个时候，如果再
不采取相应的运营策略，用户就会流失。”
陈方认为，很多客户端通行的办法便是发送
PUSH弹窗，以吸引用户注意，唤醒沉睡用
户，最大程度上实现用户留存。

一条PUSH新闻能不能被用户打开，关

键在于它推送内容的接近性。这种接近性既
包括与用户心理距离的接近，也包括地域、
社交、价值认同等方面的接近。某知名咨询
APP就是通过算法推送新闻，让计算机算法
与海量数据匹配，将个性化内容推送给不同
的用户。因为，本地化、个性化的内容，更
容易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从而留住用户。

“PUSH新闻提高了点击行为的发生概
率，促使用户对内容进行转发、评论、点赞
等，从而提高APP的活跃度。”陈方介绍，
无论是今日头条、天天快报这类以推荐为主
的泛资讯客户端，还是腾讯新闻、网易新闻
这类主推实时权威新闻的客户端，他们的月
活用户都是以亿计算。其中，PUSH新闻起
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记者统计，这类客户
端每日的PUSH弹窗数，基本在20个以上，
早上六点就开始推送。不妨想象，人们每天
沉浸在各类客户端提供的海量内容之中，同
样的新闻内容，会在多个客户端被发送，但
打开一个APP就能了解相关内容。在这种情
况下，用户注意力成为一种罕见的资源，任
何一条PUSH弹窗能够获得这种资源，就等
同于掌握了流量入口的密码。

一套自有的运行逻辑

既然是注意力的产物，很长一段时间
内，PUSH新闻的逐利行为，让网民不胜其
烦。此次专项整治，对PUSH弹窗存在的问
题提出了明确要求，确定了推送新闻的规范
性。要求不得渲染炒作舆情热点，断章取
义、篡改原意吸引眼球、误导网民。禁止
PUSH弹窗推送娱乐八卦、明星绯闻、血腥
暴力、低俗恶俗等有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内容等。

某种程度上，PUSH新闻为用户过滤了
一些无用的信息，提高了用户获取信息的效
率和准确率。实践中，PUSH新闻也建立了
一套自有的运行逻辑。据报道，在2016年一
项关于新闻推送的学术研究中，受访者表示
“最理想的是能从推送中获得
8 0 %的信息，不用点击看全
文。”“用最短的时间，获
取最有效的信息，这是我点
开 P U S H 弹窗的主要动
力。”林娜认为，PUSH
新闻极其符合现代人的
阅读习惯，“20字以
内的标题和5 0字以
内的摘要，足以发
挥新闻‘告知信
息’的基本功
能。”

所以，
“字少，事
大”，短小
精 悍 ， 是
PUSH新闻
显 著 的 特
点。可以观

察到，大多数PUSH弹窗显示的是突发性消
息和重大新闻。在运营者眼中，这类内容能
够最大程度地引起受众的阅读兴趣，具有较
强的传播力，更容易被公众讨论，点击量通
常较高。

此外，前文所述依靠算法系统推送
PUSH弹窗，在业内并不罕见。某些新闻咨
询类客户端，“没有采编人员，不生产内
容，运作核心是一套由代码搭建而成的算
法”。他们的新闻来源于官方媒体、政府机
构发布的通知和公告，以及某些自媒体的
UGC内容。有学者提出，在算法推荐系统
下，一则新闻的显现度与阅读量很大程度上
由算法规则及其所反映的用户的兴趣决定，
专业媒体的把关能力与议程设置能力不断被
削弱。

2016年，一则“上海姑娘到江西男友家
过年，被一顿年夜饭吓跑”的新闻被各大咨
询平台转载推送，迅速引爆网络，引发讨
论。后来证实，这条新闻只是当事人通过论
坛帖子吐槽。“算法推荐系统迎合用户的个
人偏好，很容易在没有核准新闻来源和事实
本身的情况下进行推送，对受众形成误导。
如果不加强人工审核，可能会造成推送事
故，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陈方说。

高质量的内容才是王道

众所周知，用户资源目前已经成为移动
程序争夺的首要目标。为了吸引用户注意
力，一些PUSH弹窗依赖算法，出现了标题
党泛滥、题文不符等乱象。推送低俗化的内
容，污染了媒介生态，让“假消息满天

飞”。更有甚者，运用耸人听闻的新闻标
题，对受众造成误导，也影响了新闻的专业
性。

一个客户端每天输送的新闻数以千计，
但PUSH新闻只有十几条，其传播力不言而
喻。传统新闻资源的价值能够被激活，一条
PUSH新闻显得更加弥足珍贵。因而，大多
数客户端会将优质内容、重要消息使用
PUSH弹窗推送。作为移动程序的主要流量
入口，PUSH新闻其实宁缺毋滥，高质量的
PUSH新闻恰恰是用户最为需要的。

何为高质量的PUSH新闻？深入分析便
可明白，PUSH新闻只是吸引用户阅读的一
种推送方式，而真正让用户留存的是新闻本
身的内容，包括一些公共事物知识和软新闻
知识。

透过新闻了解时事是国人重要的政治体
验。PUSH新闻虽然可以提高用户转化率，
但前提在于移动程序本身有优质的内容生态
作为支撑。具体来说，除了即时消息和重大
新闻，一些优质的原创内容、特色的专题策
划、个性化的内容都可以成为PUSH新闻的
来源。用活PUSH弹窗可以让内容资源最大
程度地有效利用，满足用户小众化需求。

“PUSH弹窗体现出客户端的运营能力
和质量，什么样的内容应该推送、什么时间
推荐、以何种方式呈现，这背后都需要运营
团队深思熟虑制订方案。”陈方说，滥用
PUSH弹窗推送，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让人
抓狂的同时，降低了用户对客户端的信任
度。PUSH新闻应以内容为核心，从选题、
策划、制作各个环节入手，形成好的新闻产
品才能触动用户痛点。

PUSH新闻可以提高用户转化率，前提在于移动程序本身有优质的内容生态予以支撑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P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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