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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3 月 28 日电（记者许基仁、周
宁、李丽、李会平）不少外国官员以认识北京冬
奥会会徽上的汉字“冬”为荣，“这意味着我们成
功实现了‘教世界一个中国字’的设计初衷”，北
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部长陈宁说来充满
自豪。
　　中国汉字、中国熊猫、中国色彩、中国美
食、中国春节……无处不在的中国文化元素给
北 京 冬 奥 会、冬 残 奥 会 客 人 带 来 了 别 致 和
惊喜。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如期举行的北京
冬奥会、冬残奥会为世界人民打造搭建疫情发
生以来难得的团聚平台与沟通桥梁，中国文化
软实力也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感召力赢得了全球
奥运客人的心，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
出了独特的贡献。

践行“眼见为实民心相通”

打好“主场外交”牌

　　“国相交，民相亲，心相通”。
　　各国和地区官员、运动员在亲眼看到、切身
体会到东道主办赛的用心与真诚后，主动为中
国发声，反驳外媒虚假报道，成为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最好的“代言人”。
　　美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亚伦·布隆克在冬
奥会期间的新闻发布会上直言，在美国他看到
了“很多关于北京冬奥会的不负责任的报道”，
来到北京后，他发现：“那些都是假的，一切都
很了不起。从工作人员到核酸检测员，到住宿
条件，在我们参加过的冬奥会中，水平非常
高。”
　　英国短道速滑运动员尼亚尔·特雷西为本
次冬奥之行拍摄的 Vlog 在网上火了。外国网
友纷纷留言：“很喜欢这种真人视角拍摄的真
实中国，而不是 BBC 报道北京冬奥时抱有政
治偏见的视角。”“解释了美国为何要‘抵制’北
京冬奥，却又派了那么多官员去。用事实说
话。”
　　“无论是竞赛场馆还是运动员生活起居的
冬残奥村，无障碍设施随处可见，全面满足了运
动员的需求，志愿者细致周到的服务让我非常
感动。”意大利残奥冰球运动员安得勒·亚历克
斯说。
　　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的复杂形
势，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奏响了和平、团结、进
步的时代乐章。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以中国式浪漫和中国智
慧讲述“一起向未来”的愿景，成为历届冬奥会
中收视率最高、让世界人民拥有温暖回忆的开
幕式。传统的中国结纹样和橄榄枝构成的“一朵
雪花”的浪漫故事，贯穿开闭幕式始终。冬奥会
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表示，以代表 90 多支
参赛队的小雪花共同构建一朵大雪花，是希望
以艺术的形式诠释“一起向未来”的口号，传递
疫情之下全人类共同的心声。
　　北京冬奥组委开闭幕式工作部部长常宇
说，开闭幕式中体现的中国创意和中国倡议，以
大音希声的方式引发国内外共鸣和好评，表明
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持续提升和世界对中华文
明的认同，彰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感
召力。
　　吉祥物“冰墩墩”“雪容融”以可爱的形象成
为全球顶流，被海内外大众追捧。日本电视台记
者辻岗义堂展示“冰墩墩”徽章的一段视频让他
在中日两国都获得了超高人气。为表达对“冰墩
墩”的喜爱，他甚至把名字改为“义墩墩”。“义墩

墩”最后一次直播向北京告别时，抱着“冰墩墩”
大哭。在与日本国内的连线中，“义墩墩”直接公
开表示“中国实在是太好了，我都不想回日本
了”。
　　几乎所有运动员都对中国志愿者的热情服
务赞不绝口。“通过志愿者的亲切和热情，我们
感受到东道主发自内心的欢迎。”第一次来中国
的美国运动员尼古拉斯·戈珀说。
　　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体育社会学专家鲍明
晓认为，体育超越国界、种族和文化，最易为世
人所接受；体育融入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对西方
社会有巨大影响力，容易打动心灵，从情感上获
得认同感。北京冬奥会利用国际大赛进行主场
外交和文化软实力传播取得了积极效果。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教授戴俊骋
说，以苏翊鸣为代表的中国新生代运动员以及
冬奥会上备受好评的志愿者，向全世界展现了
中国“00 后”的风采，增强了外部世界对中国
年轻一代的好感，而这种好感将进一步转化为
对中国的认知。

坚定文化自信

打造靓丽中国名片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文化就像一个绵延不
断的河流，源头来自远古，又由许多支流、干流
汇合而成。文化交流是民心工程、未来工程，潜
移默化、润物无声。”
　　“冬奥核心元素设计和场馆建设等都融入
极具特色的中国文化元素。”陈宁表示，冬奥会、
冬残奥会是展示中国文化独特魅力的重要窗

口，将真实生动、富有文化底蕴与人文关怀的
中国呈现给世界，促进世界文化交流互鉴，彰
显了中国的文化自信。
　　多个场馆景观设计以“中国风”托起的

“奥运范”惊艳外国受众。走南闯北的德国老
牌雪车教练利奥波德看到延庆国家雪车雪橇
中心赛道“雪游龙”时，赞叹说这是“超凡之
作”“雪车运动中的终极水平”。
　　“北京冬奥会首创将中国山水长卷意境
融入场馆景观设计，创造性地打造人与自然
相统一的画面。”国际奥委会顾问、全球体育
品牌专家西奥多拉说，“这个设计效果让我感
动到落泪。”国际奥委会评价北京冬奥会的形
象景观时称：“将中国文化及美学融入场馆赛
事，开启奥林匹克设计新阶段。将成为今后奥
运形象景观的典范。”
　　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形象景观艺术
总监林存真表示，吉祥物、会徽、奖牌、火炬等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核心元素，蕴藏着中
国传统文化的哲学理念和优雅博大的文明
气韵。
　　冬奥会会徽“冬梦”将中国书法与冰雪运
动巧妙结合；奥运奖牌的构思来自中国古代
的同心圆玉璧；火炬“飞扬”取自“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而国宝大熊猫与传统
红 灯 笼 ，变 身 为 吉 祥 物“冰 墩 墩 ”“雪 容
融”……林存真表示，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理
念的天作之合，为冬奥会、冬残奥会打上了北
京 2022 的独特烙印。“这些文化元素会告诉
你，这是北京 2022，不是其他。”
　　文化如水，浸润无声。源于篆刻艺术巅峰

“汉印”的体育图标、融入传统书法设计的冬
奥口号……中国汉字作为北京冬奥、冬残奥
文化符号吸引了不少外国运动员。
　　中国色彩的应用也独具匠心。北京冬奥
组委景观设计团队大胆运用了中国矿彩的红
色和青绿色，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和“冰
立方”的观众台上的红灯笼主打中国红，场馆
景观的山水围栏则以青绿为主。“这是中国色
彩体系第一次在国际大型活动中系统地向世
界呈现，”陈宁透露，“这两种色彩原本在西方
并不讨喜，出于文化自信，鉴于时值中国新
年，在冬奥组委的努力协商与坚持下，色彩搭
配呈现效果获得一致好评，中国色彩体系第
一次在国际大型活动中系统地向世界呈现。”
　　中国文化系统性的亮相，让冬奥、冬残奥
成为文明互鉴的新窗口。火炬、奖牌以及运动
员的证书上都使用了中国传统纹样的“冰雪
纹”和“祥云纹”，奖牌上的绶带充分汲取宋锦
的特殊制造工艺，传统文化在细节中见真章，
被运动员们带往世界各地。北京冬奥会主媒
体中心的文化展示成外国友人的打卡地，其
中中医药文化展示空间的“打太极拳”活动备
受青睐，从中医到皮影，从剪纸到景泰蓝……
一张张文化“名片”在冬奥闪耀，与世界文化
交流融通。
　　博大精深的中国美食文化，迅速俘获了
冬奥、冬残奥村各地运动员的心。许多外国运
动员纷纷转行“吃播”，让饺子、韭菜盒子、麻
婆豆腐等美食迅速在全球圈粉。美国单板滑
雪运动员特莎·莫德在冬奥会期间至少制作
了 8 条“吃播”视频，她在镜头里满脸笑意地

展示宫保鸡丁、葱花饼、麻婆豆腐等中国
美食。

国际传播广泛

中国优越性被“看见”

　　国际奥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北京冬
奥赛场上，全世界最出色的运动员奉献了精
彩的赛事。赛场外也创造多项纪录：数字化互
动最广泛的冬奥会、转播时长最长的冬奥会
以及开幕式收视率最高的冬奥会，赛事获得
了数十亿次平台互动数，在中国仅电视收视
人数就超 6 亿。
　　 91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3000 名运动员
参加了北京冬奥会。除了参加比赛，更多的时
间里，许多外国选手愿意记录赛场外的点滴
并分享至社交平台。
　　返回美国不久的特莎·莫德已开始想念
北京：“迫不及待想再回去，走走看看。”“我非
常喜欢中国人和中国的美食及文化。”除莫德
外，在社交媒体上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代言”的运动员不胜枚举，通过他们的朋友
圈，全球更多人看到了真实的中国。
　　数据显示，国际奥委会的社交媒体账号
在北京 2022 年冬奥会期间的浏览量达到 27
亿人次，很多明星运动员的社交媒体账号评
论 量 也 达 到 1 0 亿 条 。其 中 ，视 频 网 站
YouTube 奥林匹克频道的观看人数比平昌
冬奥会增长 58% ，抖音海外版（TikTok）上

“奥运精神”主题标签的视频浏览量超过 21
亿次。粉丝在奥林匹克网站上给他们支持的
奥运选手发出 4700 万条虚拟助威。
　　冬奥会、冬残奥会开闭幕式成为传播亮
点之一。比利时财经杂志《走进比利时》总编
辑弗朗索瓦·曼森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的开闭幕式富有人文关怀。而张艺谋总导演
在知乎平台亲自解答的冬奥会闭幕式“折柳
寄情”内容，被媒体翻译为英、日、韩等语言，
中国驻开普敦总领事林静在推特转发了人民
日报英文版报道，受到国外网友关注和好评。
相关话题在微博上总曝光达 8908 万次，讨
论次数 2.5 万，登上热榜累计时长近 4 小时。
　　常宇认为，“简约、安全、精彩”贯穿冬奥、
冬残奥始终，恰恰是以简约又符合国际惯例
和审美的方式，让冬奥会、冬残奥会向世界表
达的主题更集中清晰，中国向世界传递的形
象更深入人心。
　　全球疫情依然严峻，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如期举办，兑现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
承诺。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表示，北
京冬奥会的闭环管理很成功，“所有人在闭环
内都生活得非常安全舒适”。比利时残奥运动
员琳达·勒邦说：“如果疫情应对也有金牌，中
国应该得到一枚。”
　　北京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张建东表示，
按照“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中国兑
现了“两个奥运、同样精彩”的庄严承诺，“一
起向未来”是中国向全世界发出的携手共创
未来的时代之音，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生动实践。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胡百
精表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全球疫情背
景下，中国以令人印象深刻的安全和标准圆
满举办了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体现了中国
的组织管理水平和制度优越性，也是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可借鉴、具有深远影响
的国际性案例。

　　新华社贵阳 3 月 28 日电（记者郑明鸿）国
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近日介绍，2022 年“清
朗”系列专项行动中，将重点清理“色、丑、怪、
假、俗、赌”等各类违法违规的直播和短视频。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网络直播平台
上部分主播以低俗、恶俗直播内容博眼球，沦为

“流量乞丐”。有的账号被封后，主播重新注册账
号，继续进行恶俗直播；有的主播为了躲避封
禁，同时使用多个账号。

卖俗扮丑博流量，赢利变现手段多样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直播内容违背公序良
俗。有的主播直播时衣着暴露、动作撩人，甚至
在胸部上方写着挑逗字样；有的当众做出嘶吼
谩骂、打屁股、用洗脚水淋头等出格举动；有的
在直播平台进行视频连麦时，用污秽低俗的方
言相互调侃；有的主播为吸引眼球，以身试险在
铁轨旁的道砟上跳舞。
　　有的网络主播在直播时甚至严重侵扰他人
正常生活。2021 年初，“拉面哥”程运付因“3 元一
碗的拉面 15 年不涨价”走红。为蹭热点，各路“网
红”随即涌入他的家乡进行围观直播。一名驱车 6
小时到程运付家乡做直播的视频博主接受采访

时直言，他知道这种行为打扰了程运付的正常生
活，但在流量时代，这种做法没什么大不了的。
　　多位业内人士介绍，一些网络主播以低俗、
恶俗内容赚流量，获得打赏分成。
　　记者 2 月中旬观看了一场直播。贵州安
顺，室外温度 0 ℃，一名网络主播端着一盆冷
水，举过头顶一浇而下，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这
是他在接受惩罚——— 几分钟前，他刚刚输掉一
场 PK（挑战）。
　　直播间数据显示，这名主播在 PK 中得到
2381 票，对手则获得了 33167 票。业内人士介
绍，在直播间进行连线 PK 时，以票数计算收
入，平台抽成 50% 后，博弈双方到手的收入分
别约为 115 元和 1650 元。
　　“打 PK 的时候如果想票数高一点，又没有
很突出的才艺，就只能打惩罚比较狠的 PK 。”
一位网络主播说。
　　上海一传媒公司工作人员介绍，部分这类主
播还会通过接广告、参加商业活动等方式变现，

“只要有流量、有粉丝，价格往往不菲”。一名靠
“土味”走红的网络主播曾说，请他参加活动需在
五星级酒店安排住宿，且出场费须在 35 万元
以上。

  屡禁不绝背后：账号被封重新注

册，同时使用多个账号

　　据统计，截至 2020 年底，我国网络直播全

行业主播账号累计超 1.3 亿，日均新增主播
的峰值为 4.3 万人。记者调查发现，不少网络
主播以低俗、恶俗视频赚流量，相关平台不断
对其进行处罚。
　　 2021 年 9 月，抖音安全中心永久封
禁存在内容低俗、恶意博眼球等问题的账
号 17487 个，下架相关内容 133495 条。
2021 年 10 月 15 日至 12 月 30 日，抖音
直播共处罚存在教唆煽动、辱骂挑衅和低
俗 PK 游戏等违规行为的网络主播 1200
余人。今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10 日，抖音直
播 又 处 罚 了 7 8 1 个 存 在 这 类 行 为 的 直
播间。
　　微信视频号直播功能上线以来，也出

现少部分主播为博取打赏，无下限进行低
俗直播的情况。2021 年 6 月 1 日至 10 月
15 日，微信安全团队累计处理了超过 1.2
万个存在相关行为的直播间，对 5900 个
主 播 账 号 扣 除 信 用 分 并 追 加 账 号 级 别
处罚。
　　记者调查发现，随着平台不断加强审核
力度，大量不合规主播账号被封禁。然而，在
流量变现的利益刺激下，不少网络主播为逃
避审查不断注册新账号，同时拥有多个可用
的直播账号。
　　去年 11 月，一名网络主播输掉 PK 后，
将惩罚内容拍成视频，用小号上传至抖音。在
该视频中，他脱掉外衣，身着短袖跳入一处水
塘“冬泳”。
　　“我现在手上有 3 个账号，打 PK 随时都
可能会被封号和限流，每次被封号后我都会
注销原账号，重新注册新账号。”一名网络主
播说。

  严惩违法违规行为，对主播账

号实行分类分级管理

　　对于网络直播的规范不断加强并细化。
2021 年 2 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 7 部
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理工
作的指导意见》，要求严惩违法违规行为，全
面清理低俗庸俗、封建迷信、打“擦边球”等违

法和不良信息。同时，建立直播账号分类分级
规范管理制度，对主播账号实行分类分级
管理。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平台已探索相关
机制。目前，抖音已推出热点事件保护机
制，打击蹭热度和恶意炒作等行为。电影

《亲爱的》原型人物孙海洋一家团聚时，一
些网络主播进行不当直播。去年 12 月，抖
音直播处罚了 49 个有关直播账号。此外，
抖音直播还发布了“社区自律公约”，并持
续更新相关内容。
　　贵州一家文化传播公司负责人介绍，部
分网络主播缺乏才艺，但又不愿认真做内容，
只能靠低俗、恶俗的直播内容和无底线的“表
演”来吸引眼球，增加热度，进而索取礼物，获
得收益。“靠低俗吸引流量是走不远的，监管
将倒逼主播提升自我素质，通过良好的业务
能力得到受众认可。”
　　受访专家和业内人士建议，在网络直播
监管中，需构建涵盖全流程的跨部门、多领
域、常态化监管机制，建立部门联动协调
机制。
　　“直播平台应加强人工审核，弥补技
术漏洞，切实履行好把关职责。”贵州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张波等专家表示，
网民和公众也应自觉抵制低俗、恶俗类网
络 直 播 ，主 动 参 与 营 造 风 清 气 正 的 网 络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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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俗扮丑的“流量乞丐”为何屡禁不绝？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雪容融”伴随中国代表团在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开幕式上入场（3 月 4 日摄）。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上，吉祥物“雪容融”因可
爱的形象“圈粉”无数。赛场内外，“雪容融”传递着喜庆、温暖和光明，大家争相与红彤彤的它成为好朋友。   新华社记者邬惠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