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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最近一段时间，《黑神话：悟
空》可以说是流量密码。但近期可
以明显感受到，相比游戏刚发布时
的一片叫好声，越来越多的网络

“黑子”开始跳出来，加入攻击它的
行列。这其实是某些人蹭热点博
流量的惯常做法。

作为中国首款顶级3A游戏大
作，《黑神话：悟空》横空出世，一周
销售突破1000万套，在线玩家峰
值达300万，不仅点燃了游戏行业
的热情，创下诸多国产单机游戏纪
录，也释放出强大的IP价值。无
论是从游戏的商业属性还是艺术
属性来看，《黑神话：悟空》都是上

乘之作，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功。
理所当然，第一波流量肯定是

正向的，自媒体们只要跟着夸赞就
能收割流量。但当人们的惊艳慢
慢淡去，那些没有抓住机会的人想
要再蹭一波热点，往往就会选择反
其道而行之，由夸到骂，比如开始
炒作抄袭、厌女等话题，刻意制造
对立。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式的舆论反复，近年来已被一些人
操弄得越来越纯熟。这种现象背
后折射出以逐利为本的流量焦虑，
客观上已对风清气正的舆论生态
造成破坏，应当引起全社会警惕。

数字化时代，流量被有意无意
地打造成衡量成功的重要标准。
个人、企业、机构……都为获取流
量绞尽脑汁。随之而来的流量焦

虑，甚至影响着人们的决策和行
为。流量焦虑的产生有着多重原
因：一方面，在社交媒体、电商平台
等领域，高流量往往意味着曝光
度、关注度和商业价值，为了在众
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人们不得
不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吸引
流量；另一方面，社会对于流量的
过度追捧也加剧了焦虑，一些所谓
的成功案例被广泛传播，让人们片
面认为只有拥有高流量才能获得
认可和成功，陷入对流量的盲从。

要破解流量焦虑，首先要在全社
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不能仅以流量
多少衡量价值和成就，更要杜绝“黑
红也是红”的错误观念。要充分认识
到，流量只是数字，不能完全代表一
个人的能力、品质或一家企业的实

力。成熟的社会和市场，应当更加注
重内在的价值和质量，通过提升专业
素养、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来获
得真正的认可。比如，一个作家不应
为了追求高阅读量而迎合低俗趣味，
而应坚持自己的创作风格和理念，
用优秀的作品打动读者；一家企业
不能只靠营销手段获取短期流量，
而要致力于提高产品质量和用户
体验，建立长期的品牌价值；一座
城市更不能只会借势蹭热点，而应
在硬件改善、服务提升上下功夫，
这样才能实现人气长红。

当然，我们身处移动互联时
代，杜绝流量焦虑，并非不要流量，
而是不唯流量。要学会理性看待
流量的起伏。流量变化是正常的，
不可能一直保持高位。不能因为

流量的一时下降而陷入恐慌，挖空
心思博眼球，甚至不惜炮制谣言，
而应分析流量变化的原因，从中汲
取经验教训，不断改进方法和策
略。同时，要把流量积累当成一个
长期过程，不期望一蹴而就，要有
耐心和定力，通过坚持不懈努力，
获得真实而稳定的流量。

减少流量焦虑，应当是全社会
共同的职责。作为流量制造的参
与者，每一位普通人都应减少对流
量的过度追捧，要更加关注那些真
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人和事，而不
是被高流量的表象所吸引。政府职
能部门也要加强对互联网行业的监
管，规范市场秩序，防止刻意制造虚
假流量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创造真
正公平有序的社会舆论氛围。

减少流量焦虑，关注真正价值
潘高峰

从“人貉大战”到“貉谐相处”
选址著名“观貉小区”，上海首座社区内的貉科普馆下月正式开放

▲

御上海小区内绿化覆盖率

很高，绿荫掩映的假山是貉等

小动物的天然庇护所（白圈内

为夜色中的貉，采访对象供

图） 本版摄影/ 记者 金旻矣

■ 小朋友在陈列科普知识的“翻翻墙”前驻

足观看

““翻翻墙翻翻墙””、、大绘本大绘本、、触触
摸式听音物种小像……在摸式听音物种小像……在
松江区御上海小区的社区松江区御上海小区的社区
党群服务站党群服务站，，一座一座““貉谐社貉谐社
区区””科普馆近日已建成科普馆近日已建成，，将将
于下月正式开放于下月正式开放。。

记者获悉记者获悉，，目前国家目前国家
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貉已在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貉已在
全市超全市超 300300个小区及绿地个小区及绿地
被发现被发现，，而这座上海首个而这座上海首个
建在社区中的貉科普馆建在社区中的貉科普馆，，
不仅是上海不仅是上海““自下而上自下而上””推推
动貉科普的典型案例动貉科普的典型案例，，也也
记录着这个著名的记录着这个著名的““观貉观貉
小区小区””通过各种方式缓解通过各种方式缓解
““人貉大战人貉大战””难题的努力难题的努力。。

展陈手段丰富展陈手段丰富
走进御上海小区的社区党群服

务站，沿旋转楼梯一路向下，便可来

到科普馆门前。在约 50平方米的

馆内，设计方通过丰富的展陈手段，

模拟、展示了貉在社区内的生活栖

息地，令参观者身临其境地感受“貉

谐社区”。

墙上，一幅由鸡蛋托涂上颜色

绘制的貉“标准像”令人忍俊不禁，

且不由得对这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

动物多了一份亲近感。貉与浣熊、

狗獾、小熊猫、果子狸等相似动物究

竟如何区分？图文并茂的展板清晰

而有童趣。不害怕、不投喂、不接

触、不伤害的“四不原则”要怎么

做？拉开分页展板，可以找到答

案。一则介绍“貉口普查”的视频，

更是能让参观者更直观地了解貉的

长相和习性。在场馆建设过程中，

人民的意见建议也被采纳，比如墙

上如何区分动物的展板，就是根据

居民意见而设的。

“貉谐社区”科普馆在建设过程

中得到了多家单位的支持。记者获

悉，去年年底，上海市林业总站、复

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山

水自然保护中心、华泰证券上海分

公司的党组织会同广富林街道党群

服务站、御上海居委会党支部，在御

上海小区推动开展科普馆的建设，

经过半年多的精心打磨，终于于本

月中旬建成，下月将正式开放。

“这座场馆的建设是党群阵地

功能的延伸和拓展，是进一步提高

居民环保意识和科学素养的重要科

普阵地，成为社区民众了解貉及社

区生物多样性知识、提升生态保护

意识的‘15分钟生活圈’的重要平

台之一。”上海市林业总站副站长李

梓榕认为。

负面意见负面意见““转正转正””
首座社区貉科普馆，为何建在

御上海小区？这并不是偶然。漫步

小区，绿化覆盖率很高，栈桥和景观

河道一应俱全，最特别的是还有三

座假山，优美的环境带来了良好的

生态，却也吸引了一群特殊的“居

民”——貉。

在两年前的本市首次“貉口普

查”中，御上海小区记录到的貉数量

为 45—50只，在业内流传着“上海

貉看松江，松江貉看御上海”的说

法。普查团队对居民进行访谈，听

到的大多是负面意见，希望将貉“赶

紧弄走”。“当时我们特别担忧这个

小区，因为三座假山简直是为貉而

造的最安全区域。假设一座假山能

容纳一个貉的‘三口之家’，每个家

庭每年生育 8—10只貉，那小区的

貉就会始终保持在几十只。”复旦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王放说。

御上海居民区党支部书记、居

委会主任许晖也记得，两年前刚来

小区任职时，居民们对这种野生动

物“邻居”不太了解，不少人都很害

怕。“有居民在快递柜拿快递，发现

边上有貉跟着她，非常害怕。后来

到居委会来质问，你们到底有没有

办法把貉赶走？”许晖回忆道。

要减少貉数量，解决食源问题

是当务之急，垃圾外溢和猫粮投喂

是两大诱因。小区共有1804户、约

6000人，其中加入爱猫群的就有200
多人，大家喜欢在各处放猫粮盆，还

有人每天早上在小区里喂十几斤猫

粮。虽然目的是喂猫，但也间接投

喂了貉，导致貉的密度越来越高。

如何正确引导爱心人士的力

量？为此，小区组建了“御猫联盟”，

发动爱心人士担任志愿者，引导居

民科学投喂。他们在小区内寻找了

四个点位放置喂猫装置，其余公共

区域则不允许投放猫粮。“我们并未

‘一刀切’禁止投喂，而是引导文明

投喂，居民们觉得很人性化，也愿意

改变投喂模式。”许晖说。

而在“垃圾不落地”方面，小区

延长了生活垃圾的投放时间，令早

出晚归的上班族也可以将垃圾投放

到桶里，而不是只能放在地上。之

后，箱外的小包垃圾大大减少，貉的

食物来源也减少了。此外，居委会

还加大了宣传力度，比如发放与貉

正确相处的宣传单页，邀请貉专家

来举办讲座，科普与貉相处之道。

基层的努力结出了丰硕的果

实。在去年和今年的“貉口普查”

中，御上海小区的貉数量分别下降

至24只和25只，居民对于“貉邻居”

的态度和认识也有了很大的转变，

从一开始的抵触变为现在的见怪不

怪，甚至有时还会关心它们。“有一

次，貉在水池里摔伤了，居民都说快

去救助。还有一次，貉一家三口在

假山边晒太阳，业主群里大家都说

‘好惬意’。”许晖说。王放则发现，

团队为给貉抽血及检测传染病而在

小区内放置的捕捉笼上，会被居民

写上“乱捕野生动物违法”的字样。

人貉矛盾人貉矛盾““有解有解””
不仅是御上海，不少曾经受貉

困扰的小区，居民对于貉的容忍度

都有显著提高。王放表示，去年曾

对松江的六七个小区作过一次调

查，收集到超过500份访谈问卷。调

查发现，居民容忍度上升的主要原

因，一是在于对貉越来越了解，居民

感知的风险等于貉的实际风险，而

不再像以前错误地认为貉“可怕，会

咬人”。二是，居民对政府部门、物

业企业的信任程度提升，相信人貉

矛盾是“有解”的。而这种“有解”，

主要基于包括居委、物业、业主群等

在内的社区各方具有集中议事的力

量，同时也具备强有力的传播渠道。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科学顾问冯

一迪认为，御上海小区所探索的“人

貉和谐相处”之路以及社区貉科普

馆的落成，是貉科普“由下到上”触

达人群的典型案例。“未来，我们也

想设计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课程

包，囊括鸟、兽、入侵生物等多个主

题，让有意愿、有能力的人能够‘拿

来就用’，去为社区作科普。”她说。

如何“用好”这座科普馆？许晖

表示，今后将通过和共建单位组织

如红外线监测、观察野生动物等形

式多样的活动，将场馆利用起来。

同时，科普馆服务人群可辐射至整

个街道甚至全区居民。

本报记者 金旻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