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看先评”怪象“水军”已成行业毒瘤

2021.12.22 星期三
责编 龚家惠 ｜ 版式 陈学铭 ｜ 校对 王丹丹A08 天下

“双减”政策效果显现

学科类
校外培训机构
已压减超八成

记者21日从教育部新闻发布
会获悉，“双减”政策实施以来，校
外培训治理工作取得了明显进
展，学科类培训大幅压减，目前线
下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83.8％，线
上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84.1％。

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留下的校外培
训机构一部分转为非营利性机
构，实行政府指导价，为人民群众
提供公益服务；不适合“营转非”
的将被进一步注销。

在校外学科类培训大幅压减
的同时，校内服务有效提升，课后
服务全面铺开。教育部基础教育
司司长吕玉刚介绍，99％以上的
学校制订了比较完善的作业管理
办法，建立了作业公示制度，学校
作业总量和时长调控基本达到了
规定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书
面作业的学生占比由“双减”前的
46％提高到目前的 90％以上。
99.6％的学生家长反映，本学期教
师没有再给家长布置作业或要求
家长批改作业。各地各校普遍开
展了课后服务，课后服务项目质
量有效提升。

吕玉刚说，学校普遍更加重视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完善教学管
理规范，改进教学方式方法，提高
课堂教学效率。绝大多数学校做
到了起始年级“零起点”教学，注
重做好幼小衔接、小初衔接。普
遍建立了学习困难学生帮扶制
度，保障学生学业质量。

据介绍，为巩固“双减”成果，
教育部将进一步强化学校教育主
阵地作用，持续深入推动校外培
训治理落地见效。

（据新华社）

谭飞表示，“水军”刷分控评
会扰乱文艺标准，文艺评论被“涂
脂抹粉”。由于评分是观众选择
观影的参考指标，也是市场判断
的标准之一，“注水”在一定程度
上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不利于
影视行业的良性发展。暨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张潇潇指
出，无论是“为爱发电”的粉丝还
是商业“水军”，控评刷分小则影
响公众的判断，大则影响产业结
构。

受访专家指出，随着中国在
全球影视市场占据愈发重要的地
位，健康的影评体系对于促进影

视市场繁荣的作用日益凸显。影
视评价体系“治水”，平台应当肩
负起主要的监管责任，加大审核
力度。

豆瓣相关负责人回应称，豆
瓣辅助用户的“书影音档案”，识
别和定位数据的异常波动。通过
算法识别出“水军”群体后，将不
可信账号、不可信评分排除在总
评分之外。针对破坏评分公正性
的账号，平台会进行封禁或禁言
处理。

对于评分“包涨”的业务，豆
瓣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豆瓣评
分的正常用户规模很大，“水军”

的刷分对总体的评分不会造成决
定性影响。而面对转向评论区控
评的“水军”，豆瓣采取为排序赋
予随机性、清理人身攻击短评等
措施。

“水军”控评涉嫌违法违规，
背后是网络“水军”灰黑产业链。
受访专家认为，相关部门应当从
根源进行挖掘和打击，进一步提
高治理网络黑灰产业的法治化水
平。

“粉丝也应当改变盲从心态，
面对偶像参演的作品应该提升审
美素养，树立健康的追星价值
观。”谭飞说。 （据新华社）

“水军”已成影视行业毒瘤
影视剧“未看先评”怪象背后

近日，两部网络剧集出现“未看先评”怪象，原本应当是
反映大众观影平均看法的评分系统，却疑似被商业“水军”
控评。记者调查发现，随着网络影视评分的影响日益扩大，
干扰文艺评论的乱象也随之出现，除了商业“水军”搅浑水，
饭圈也为爱“养号”刷评。

近日，两部网络剧集接连出
现“未看先评”怪象引发舆论关
注，还未播出的剧集，评分平台上
却出现大量“观影”评价。

一部有流量明星出演的古装
剧比“官宣”时间晚上线一小时，
却有大批评分提前涌入了平台。
在另一部同样有当红演员出演的
悬疑网剧中，女演员还未在剧中
登场，平台上已经出现大量对其
演技质疑的评价。业内人士指
出，这些违背“先看后评”原则的
非正常评分背后，多数是“水军”
弄虚作假的手笔，这些“水军”已
成影视行业健康发展的毒瘤。

观影后在网络平台进行打分
和评价是不少网友的习惯，由此
形成的影视剧评分也成了未观看
观众进行观影决策的重要参考指
标。在当前的影视市场，作品的
分数越来越成为判定“好剧”的标
准之一。而随着影视评分的影响
日益扩大，网络评分平台也成了

被“水军”盯上的生意。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水

军”工作室大肆招揽兼职“水军”
为影视剧评价打分。影视评分任
务一般对账号注册时长、历史评
价数量等有要求，符合账号要求
的“水军”接单后，将“老板”准备
好的评价文案复制发送即完成了
任务。一名“水军”派单群的群主
告诉记者，“老板”一般是片方的
宣发团队。

记者在QQ群中搜索到大量
买卖影视评价的“水军”业务群，
业务涵盖了代发影评、影视涨分
等。根据一名群主的报价，“显示
号”代发的影视短评售价11元一
条，所发的评价能够在短评区“最
新”中展示，非“显示号”则售价5
元一条。该群还提供评分“包涨”
业务。“包涨”即指收取费用后为
影视作品“涨分”，价格则根据影
视剧的不同而有差异。

影视监制谭飞告诉记者，当

前片方为影视作品买“水军”已经
成为潜规则，不少宣发经费落入
了“水军”的口袋。特别是一些有
流量明星出演的影视作品，大部
分都存在评论“注水”的情况。“流
量明星的参与带来了关注，同时
也带来了争议。为了保证剧集的
口碑，稳定广告投资，影视剧片方
会利用‘水军’制造假象。”谭飞
说，幕后运作的可能还有流量明
星的团队，为了获得资本的认可，
提高明星的商业价值，明星团队
也可能去购买虚假评论。

被争夺的评分“战场”“养号”点评一条龙

未看先评的怪象背后，不只
有被资本驱使的商业“水军”，还
有为爱刷评的饭圈粉丝。

“冲着xx给五星”“想看xx，
太喜欢他的演技了”“看了第一
集，xx声音好听，五星好评”，记者
点开某部有82万人次评分的影视
作品，评论区的五星好评大多与
参演的某位流量明星相关，其中
不乏只看了第一集就给出好评的
声音。

“偶像参演的作品评分高，就
能成为一个有底气的代表作。评
分低的话偶像就会被嘲笑演技
差，粉丝为了冲高分就会组织‘养

号’和评分。”某明星后援会成员
汪真真（化名）说。

所谓的“养号”指的是提高账
号的等级，使账号的评价出现在
主页的前排。在某明星后援会的
微博主页中，记者看到了一份详
细的“养号”教程，要求“注册账号
的名称和头像不要有粉丝属性”

“多关注用户、增加粉丝数量”“多
评价书籍、音乐、电视剧，保持账
号活跃度”等。

汪真真告诉记者，在偶像作
品即将上映的前几个月，粉丝就
会开始有组织地“养号”。后援会
通常号召一个人“养”多个账号，

在影视剧上映时增加评价“人
数”。

粉丝“养号”控评，而“黑粉”
则打出低分一星，原本为了还原
大众普遍看法的评分体系被“粉
黑大战”的思维“绑架”。“恶心”

“找了xx，只给一星”“为什么找
xx”，在某部影视剧短评区内，影
评呈现一星和五星两极分化的状
态。在汪真真看来，这些不看剧
集内容，只因参演明星直接打一
星的，大多是明星的“黑粉”。为
了应对“黑粉”的攻势，被裹挟着
的粉丝只能在这场关于评分的

“粉黑大战”中越走越远。

影视评价体系如何“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