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
报道，随手翻看各大平台的热搜榜
单，最常见的就是“泛娱乐化”新闻，
比如谁结婚了、谁又离婚了、谁刚生
娃了、谁跟谁不和了等，这些娱乐化
新闻霸榜公共空间，让不少网友不
明所以又不胜其烦。

时至今日，热搜榜已经成为移
动互联网时代各平台的标配，也变
成了人们日常获取信息的“必需
品”。那么，本应该提供可靠新闻的
热搜，为何变得充满娱乐化、劣质
化？

一条热搜是如何产生的？

每天刷一刷各大平台的热搜榜
单，相信已成为不少网上冲浪者的
固定动作。几行字尽览天下大事，
体现了热搜榜单的包罗万象。内容
生产者制造内容，平台接收内容，用
户获取内容，热搜榜单的产生离不
开这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

一条热搜是如何产生的？记者
了解发现，热搜的产生需要综合用户
的搜索、点击、浏览、讨论等一系列数
据，上述行为数据量大的，带有相关
话题的内容就会在平台热度排名算
法中被放置前列，也就容易成为热搜
话题。换句话说，如果利用热搜榜单
的算法规律，通过大量搜索或者点击
等操作，甚至可以制造热搜。

一些“泛娱乐化”的内容不断涌
现，使得话题成为营销，热搜变成生
意。记者4日通过社交平台联系到
一位可以提供刷粉、刷赞服务的客
服人员。

记者问客服人员如何（让自己
的内容）上榜，客服人员称：“上榜？
这个是通过我们安排人去操作。你
发完（视频）之后要点赞之类的，我
们这边直接安排人去点。”

记者追问，是不是安排人工去
点赞？客服人员回答：对。并表示
是安全的。

业内人士：想上榜非易
事，得砸矩阵

利用网络“水军”来完成流量造
假，利用算法推荐来影响网络舆论
的现象让人不胜其烦。曾在某短视
频平台工作过的徐先生告诉记者，
流量的蛋糕谁都想分，但想要话题
冲上榜却也并非易事。他说：“它就
是分几个榜，光砸一个视频号是做
不出来的，你得砸矩阵。打个比方
我们要投一首歌，其实是要跟颜值
号、萌宠号、新闻号、舞蹈号这些号
聊，让他们去发这首歌，他们找一个
点带一个话题，我给他们每个都投，
看矩阵能不能冲到榜上。”

在徐先生所言的操作模式下，
互联网“流量至上”是根本。中国政
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讲师孙瑜晨
表示，用户的信息、数据只是第一性
的产品，很多人忽视了第二性产品
——注意力。广告商就是为了注意
力向平台付费。“平台需要通过新闻
来吸引大量的注意力，如果聚焦在
这种非严肃性的新闻，生活性的、娱
乐性的，平台有大量的写作机器人
生产大量的新闻，不断来吸引注意

力，这些注意力又能出售给广告商，
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利益链条。”

流量来了，为什么质量却
没了？

不难发现，当热搜成了生意，那
些混淆视听的内容便可能随之产
生。八卦、花边消息长期霸榜的现
象，让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新闻、有深
度的声音被湮没。

孙瑜晨进一步表示，算法加持
下的热搜，使用户长期生活在很窄
的信息圈层内。“控制热搜实际上也
是它（平台）获得注意力的一种方
式，它自己来设置热搜。但是，我们
非常希望新闻环境是编辑分发的，
我们不希望是算法分发的，很多人
忽视了这一点之后就导致热搜完全
依靠算法，算法知道什么样的新闻
能够获得最大的注意力，能够给广
告商最大的回报，它就怎么样来推
送新闻。算法又知道用户的兴趣，
不断推送这些，我们就长期生活在
很窄化的信息圈层里。”

“泛娱乐化”倾向、“资本操控流
量”“信息茧房”等一系列热搜存在
的问题，让热搜榜单失去了原本的
锐度。

据了解，此前，国家为了保护平
台用户实际权益，就曾重拳出击，整
治网络平台热搜热榜。2022年 3
月1日，《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
管理规定》开始施行，2023年4月
初，中央网信办启动“清朗·规范重
点流量环节网络传播秩序”专项行
动，紧盯短视频平台、热搜热榜等重
点流量环节，全面清理违规采编、违
规转载、炮制虚假新闻等典型扰乱
网络传播秩序信息。

如何让热搜榜单回归原
本民意？

针对热搜平台的管理，某社交
平台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平台方做
到严格按照广告法和互联网广告管
理的相关法规在榜单上呈现广告内
容。与此同时，榜单产品构建了搜
索行为防刷、讨论防刷、互动防刷3
套体系，通过用户层、行为层、内容
层等不同层次设定防刷策略，去除
异常数据。

让热搜榜单回归原本民意，究
竟应该做哪些努力？孙瑜晨表示：

“监管方面平台首先要强化主体责
任，实际上它不单是平台也是媒体，
平台除了要维护市场竞争机制的义
务外，当成为媒体之后，对平台还要
进行新闻伦理、职业伦理方面的要
求。互联网时代很多问题需要体系
化规制，政府机构（作为）监管者，特
别是反垄断这块，从平台到政府，这
两个维度是应该更有作为的。”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
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进一步补充
说：“要规范两条路，从规则来说，什
么样的东西可以进来，什么样的东
西进不来，这个规则就相当于准入
条件。从技术上面对算法进行约
束，算法要有情怀，要有正确的价值
观等，算法要根据这些进行调整。”

（央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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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肢无力、抖僵加重
帕金森病能逆转吗？

很多帕金森患者药越吃越多，但
效果越来越差；四肢无力、抖僵持续加
重，容易摔跤；便秘、焦虑抑郁，甚至出
现幻觉，睡觉大喊大叫，尤其夏季心情
烦躁、失眠、胃口差等……这些能逆转
吗？

无锡易可中医医院“魏氏脑病中
心”吴建军主任介绍，虽然在医学上，
帕金森病目前还不可逆转，但是症状
却可以有效控制，实现“逆转”。

常州帕金森患者黄阿姨对此深有
感受。从去年夏天起，经过3次到无锡
住院治疗、调整方案，她全身无力的情

况改善，现在腿脚有力，走路平稳，生
活能自理，便秘和失眠也都不见了，家
人说她像变了个人。

对此，吴建军介绍，中心在魏江磊
教授、刘振国教授联合攻关“上海中西
医结合科学技术奖”课题基础上，结合
魏教授的“脏腑辨证”理论，从“对症、
求本、治未病”三个层面，采用中西医
多手段“逆转”帕金森病症状，如从

“脾”入手解决便秘问题，增强药物的
吸收利用，实现“增效减毒”，进而改善
抖僵。近日，医院还推出了“三伏病
房”，强化治疗效果。 （江南）

人社部官网近日公布了全国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情
况(截至2023年7月1日)，其中，刚
刚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海，月最
低工资标准继续稳居全国首位。

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全国最高

最低工资标准一般采取月最低
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的形
式。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
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适
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

从月最低工资标准来看，上海
以2690元的水平位居全国首位。

上海是从2023年7月1日起调
整最低工资标准的，月最低工资标
准从2590元调整到2690元，增加
10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从23元
调整到24元。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的最低工
资标准“含金量”很高，因为上海明
确，月最低工资标准不含劳动者个
人依法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
积金，由用人单位另行缴纳。劳动
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费、夏季高
温津贴、中夜班津贴及有毒有害等
特殊工作环境下的岗位津贴以及伙
食补贴、上下班交通费补贴、住房补
贴也不作为月最低工资标准的组成
部分，由用人单位另行支付。

从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来看，北
京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5.3元，为
全国第一。上海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以24元位居第二位。

16个地区月最低工资≥2000元
根据《最低工资规定》，省、自治

区、直辖市范围内的不同行政区域
可以有不同的最低工资标准。

注意到，第一档月最低工资标
准在2000元及以上的地区已经达
到了16个。

这些地区分别是上海 (2690
元)、深圳(2360元)、北京(2320元)、
广东(2300元)、江苏(2280元)、浙江
(2280 元)、河 北 (2200 元)、天 津
(2180 元)、陕 西 (2160 元)、山 东
(2100 元)、四 川 (2100 元)、重 庆
(2100 元)、安 徽 (2060 元)、福 建
(2030 元)、湖 北 (2010 元)、河 南
(2000元)。

值得注意的是，广东的月最低
工资标准分为四档，第一档为2300
元，而深圳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是单
列的，达到了2360元。

今年以来多地上调最低工资

此次是人社部年内第三次公布
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此前曾公
布截至2023年1月1日、2023年4
月1日的最低工资标准。

4月份，人社部在今年一季度新
闻发布会上曾指出，加强和改进企
业工资分配宏观指导调控，指导各
地科学评估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记者注意到，2022年多地暂缓
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而进入2023年
以来，已经有多地上调最低工资标
准，包括河北、山西、贵州、青海、安
徽、陕西、上海等地。其中，安徽、陕
西的第一档月最低工资标准突破
2000元。

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会带动其
他一些待遇提高。其中，失业保险
金、医疗期内的病假工资、试用期的
工资以及单位停工、停业等情况下
职工的基本生活费，会随最低工资
标准的提高而提高。

（中新财经）

八卦花边霸榜新闻热搜

是民意还是生意？

各地最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公布
16个地区月最低工资≥2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