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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饭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流量明星接连“塌
房”风波未平，赵丽颖粉丝与王一博粉丝“微博大战”又持
续发酵。昨天，新浪微博官方追加处置2150个账号，目前
共禁言账号2080个，关闭账号2459个。其中，拥有259万
粉丝的“赵丽颖全球粉丝后援会”被永久禁言，“赵丽颖工
作室”“赵丽颖微吧”“赵丽颖吧官博”等也受到禁言处罚。
随后，赵丽颖发文称自己“必须做出深刻反省”，呼吁粉丝
“文明交流、和谐讨论、冷静发言、保持独立思考，对自己的
言行负责”，“无论在网络还是现实中，更多地去关注和发
现生活中的美好，积极追求和弘扬正能量，为营造一个清
朗向上的网络环境做出自己的贡献”。

为响应中央网信办在全国开展的“清朗 ·‘饭圈’乱象
整治”专项行动，本月起，整治饭圈乱象已成为微博工作的
重中之重。这次大规模禁言，显示了整治行动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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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群被大规模禁言 赵丽颖发文“深刻反省”

    如今的饭圈，“爱他/她

就为他/她花钱” 成了主流。

但凡偶像有新专辑、 新杂志

上线， 后援会和大粉就会鼓
励粉丝冲销量，更有甚者，会

明确规定上班党、 学生党的
购买量，若达不到，便会被认

定“没有粉丝资格”。受到质

疑时，这些十几岁、二十几岁
的女孩会异口同声地回击：

“这就是规则！这是我们应该
做的， 做不到不配叫粉丝。”

“别家都这样，凭什么我们不
可以？” 遇偶像被点名批评、

封杀， 粉丝仍会喊：“他只有
我们了！我们要为他赎罪。”这种“赎

罪式追星”“任务式追星”实在匪夷所
思———粉丝追星，到底在追什么？

反观这些吃足流量红利的偶像
明星，不仅演技、唱功堪忧，甚至屡屡

突破道德底线、法律红线。这与娱乐
圈畸形的造星模式脱不开关系。每年

各种选秀几乎都是“矮子里拔长子”，

将还在上学、表演能力也并不合格的

“爱豆”塞到粉丝面前。近日，甚至有
平均年龄仅8岁的7个男孩组成“天府

少年团”宣布出道。试问，这些刚上小

学的孩子， 自己的三观尚未定型，又
如何正确引导众多粉丝群体？

最近翻车的吴亦凡、 张哲瀚等，

身为公众人物， 本应起到榜样作用，

却犯下了大多数普通人都不会犯的
过错，令公众难以原谅，失望至极。当

“实锤”摆到一些粉丝面前，他们没有
毅然“脱粉”的决心，也没有正义感驱

使的愤怒，竟哭天抢地和偶像“难舍

难分”， 甚至竭尽所能威胁社会保全
他们的偶像。偶像带给他们的，已不

再是最初的正能量，而是扭曲的人生
观、价值观、金钱观和对世界的冷漠。

好在，“清朗·‘饭圈’ 乱象整治”

专项行动让我们看到了转机，对在网
上带动不正之风的 “大粉”， 从严处

罚，以儆效尤。对乱象的每一步治理，

都是帮粉丝群体重塑三观的过程。看

到“天府少年团”出道，“饭圈女孩”不
再一拥而上直呼“可爱”，而是冷静下

来建议7个孩子先好好读书成长再追

逐演艺梦想，最终促成“天府少年团”

解散。让人欣喜的是，整治行动的成

效，正在一点点显露，影响也将比我

们想象的更加深远。 吴旭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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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起，“超级星饭团App”“魔饭生pro”

“桃叭”等多款追星应用先后下架，新浪微博下
线“明星势力榜”以及明星超话社区“积分助

力”机制，一连串举措有力地打击了饭圈打榜、
集资的乱象。

2015年，鹿晗转发自曼彻斯特联队球迷俱
乐部的一条微博评论超过一亿。2016年11月3

日，王俊凯2年前的一条庆生微博转发量破亿。

2017年赵丽颖生日当天发的微博52天后转发
过亿。2018年，蔡徐坤宣传新歌的一条微博转

发过亿，用时不到十天。2020年，肖战一首单价

3元的数字单曲《光点》销售额1.6亿元。庆生微
博动辄转发破亿，毫无传唱度的歌曲销售额上

亿元。这些惊人的数据，是粉丝有组织、有计划
地“刷”出来的。他们牺牲工作、学业，沦为免费

的“数据工人”；满屏复制粘贴的“标准话术”，
淹没了有效信息和真实评论；唯数据是从的风

气，更催生了众多以流量明星为卖点的烂作，
阻碍文艺创作的发展。

为帮偶像取得漂亮的数据，饭圈集资打投，

成为经济犯罪的温床。2017年，迪玛希后援会先
后展开多轮集资，总金额达到153万元，负责托

管这笔钱的后援会会长最终携款消失；2018年，
蔡徐坤某大粉以销售应援物品为名集资100万

元，未发货便销声匿迹；上个月，朴灿烈吧吧主
带着上千万元集资款消失……除了卷款跑路的

违法案例，因集资、“逼氪”引发违反公序良俗、

为粉丝的人生和家庭带来不幸的例子也比比皆
是。选秀节目期间，粉丝大量集资购买赞助商牛

奶再雇人倒掉，只为增加一些投票机会；有人参

加群里的“粉丝返利活动”，被骗走近6万元父母
血汗钱；15岁女孩为了买明星代言向父亲要钱

未果，吞药以死相逼；还有粉丝为了给偶像“氪
金”而深陷网贷泥潭……一面是血淋淋的案例，

一面是“大粉”冷冰冰地“催销量”：“能买100张，
就咬咬牙买300张！”“就买这么点，算什么粉丝？”

曾当过“数据粉”的90后女孩“奶糖”，在微博

势力榜下线后“清醒了”。她介绍，做“数据粉”要
加群接受“大粉”领导，每人养好几个小号，每天

花几个小时完成至少十几个榜单的打榜任务，还
要随时关注群里动向，跟着大家反黑（举报、洗白

对偶像不利的信息），控评（点赞、回复夸奖偶像
的评论，使其优先显示），洗广场（大量刷屏刷掉

偶像的负面消息）。“做数据”的几个月，“奶糖”
所有时间、金钱都花在虚无缥缈的数据上，“从

来不考虑有什么意义，不考虑发出去的话是真
是假，完全是群里‘指哪’我‘打哪’，工作也心不

在焉”。停止“做数据”后，她“如释重负”，还在翻
到自己攻击别人的言论时深感讶异和自责：“我

怎么会说这样的话？”
人们喜欢偶像的初衷，是希望以此为榜样，

追求更好的自己。如今，一些明星团队、饭圈资
本以及职业“大粉”却将粉丝看作“工具人”“提

款机”，毫不顾及对青少年思想、生活，乃至社会
安定产生的负面影响。整治饭圈，势在必行，更

需要多方力量。社会要参与，法律要出手，平台
要尽职，明星要自律，粉丝要理性，只有同心协

力，才能还饭圈一片清朗。

    此次事件源于22日晚，有网友放

出消息，称赵丽颖将在新剧《野蛮生
长》中“二搭”合作过《有翡》的王一博，

引发粉丝抵制。“赵丽颖全球粉丝后援
会”微博发长文表示：“拒绝二搭是全

体粉丝的核心诉求……坚决抵制一切
形式的合作。”“关于网传剧，若传闻

属实，我们坚决切割，并拒绝和此剧有

关的所有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安利、
反黑、控评等。”同时，后援会宣布暂停

工作，向偶像团队施压，企图阻止可能
的合作。最终，“微博管理员”发布公

告，对赵丽颖粉丝群的引战行为进行
了严厉处罚。

多年的“野蛮生长”，使得饭圈里
是非不分、三观不正，一切以偶像利益

为先的不良风气愈演愈烈。每逢流量
明星的作品、代言上线，总有粉丝先

“撕”竞争对手为偶像铺路，再“撕”合
作搭档争夺剧组地位。更有甚者，偶像

“塌房”后仍“不离不弃”、妄图洗白。日
前，因涉嫌强奸，人气男星吴亦凡被北京市朝阳分

局刑事拘留，随后，其粉丝竟创建“救援群”，商量
“劫狱”。此类将偶像凌驾于道德、法律，甚至国家、

民族之上的荒唐行为，对饭圈中占大多数的青少
年群体造成恶劣影响。整治饭圈，已刻不容缓。

自6月15日启动以来，“清朗·‘饭圈’乱象整治”

专项行动重点打击诱导未成年人应援集资、高额
消费、粉丝造谣攻击、侵犯隐私等行为，近期逐步显

现成效，据统计，共累计清理负面有害信息15万余
条，处置违规账号4000余个，关闭问题群组1300余

个，解散不良话题814个，拦截下架涉嫌集资引流
的小程序39款，专项排查整治网络综艺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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