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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的偏方

②小红书用户管理自身账号

“永康的小冰岛”“金华人自己的阿
勒泰”⋯⋯

当你打开小红书，呈现在眼前的大
多是诸如此类的标题：东西都是“不买
后悔”；餐厅都是“好吃到流泪”；景点都
是“超级出片”。兴冲冲跟着小红书到
了实地，感受下来却十分下头。

6 月 10 日，记者和三五好友相约带
娃去仙居淡竹玩水过端午。好友 A 往
微信群里甩了几个淡竹拍照打卡点的
小红书链接，第二天，一群人便兴冲冲
地分三辆车出发了。

“大家导航到定位点集合，小红书
推荐这里。”

“我到了，但是看着和照片不像啊。”
“岸上都是老房子不太好看，再找

找看，有适合的地方就停下吧。”
最终的结果是，大家随便找了一处

浅滩下水，玩了3个小时，凑合拍了几张
照片，便返程回永。第二天，两娃双双受
寒流鼻涕。于是记者又赶忙在小红书上
搜起“宝宝受寒怎么办”。搜索结果除了
用药指南还有各种偏方，甚至包括将热
水倒进尿不湿，给宝宝戴上热敷。残存

的理智让记者没有对自家孩子下手。
记者同事小明（化名）此前也曾约

记者一起去号称“阿勒泰金华分泰”的
金华勤俭村大草坪遛娃，让孩子在“金
华版阿勒泰”放松自在。因提前安排了
其他事项，记者婉拒了小明，小明便带
着提前买好的露营装备和家人出发了。

“‘阿勒泰’好玩吗？”回到办公室，
记者问小明。

“装备都没用上，除了拍照，啥都不
让干，娃都要被晒‘扁’。”小明说，小红书
上的照片看着好看，但都加了滤镜。“阿

勒泰金华分泰”实则是 G60 高速公路金
华收费站出口的一块大草坪，因前来游
玩的人太多，草坪多处被践踏毁坏。

以上是记者们的亲身经历。不过
回归到景点本身，这两个地方确实值得
一游。但一些博主为了博取关注和点
击，不惜夸大事实甚至编造虚假信息，
将照片P图美化。跟风前去的用户期望
值过高，所遭遇的现实与网络展现的理
想景象大相径庭。这种现象不仅让用
户“踩雷”，大量人流涌入，也对当地的
生态环境和社会秩序造成了不良影响。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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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编辑来跟我约稿，说有一个不用
怎么出门跑的选题。“你甚至可以在办公室
里完成这篇稿件。”在编辑如此“诱惑”下，
我欣然接下选题。

本着严谨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记者
虽没怎么出去跑腿，但用电话“跑”了不少
路。总结下来发现使用小红书已成为很多
人的日常习惯，即便被其他软件“种草”了

某款产品，最终还是会到小红书上看评价。
作为一款“国民软件”，面对种种质疑

和挑战，小红书已开始意识到危机，并展
现出改进的决心。在最近针对“奢靡浪
费”“炫富拜金”等问题开展的互联网平台
联合专项治理中，抖音处置账号11个；微
博处置账号 27 个；小红书则直接关闭了
383个违规账号。此外，记者注意到，小红

书也有意扩充审核团队。在招聘网站上，
小红书发布了舆情研判、高热内容审核、
内容治理等多个岗位。

今年已经是小红书成立的第 12 年
了。如果第一个十年的主题是站稳脚跟
的话，接下来的十年就是迈向成熟的周
期。增加内容审核的严格度，优化算法推
荐机制，让用户能接触到更加真实、有价

值的信息，这可能是小红书留住用户的法
宝之一。同时，积极探索与用户的互动方
式，鼓励产出更多高质量原创内容。变革
之路虽漫长且充满挑战，但只要坚持用户
至上的原则，重视社区生态的健康发展，
小红书依然有机会重回“C位”，成为人们
生 活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部 分 。

融媒记者 吕笑佩

用健康的内容生态来矫正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对手机软件的依赖程度与日俱增。小红书、抖音、豆瓣、美团⋯⋯打开手机界面，一些熟悉的生活类应用

软件映入眼帘。它们成为大众获取信息、分享经验的重要渠道。因为便捷、实用人机交互的方式，它们让人们沉醉其中。然而，随着时间

的推移，这些热门软件在带来方便、提供“福利”的同时，也在渐渐变味，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受到质疑。即日起，本报推出“‘种草’中学会‘除草’”专

栏，共同探索我们在享受这种便利的过程中，该如何在“种草”中“避雷”，有经验的读者，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你的“除草”经历哦。

开栏语

记者体验“国民软件”小红书

“种草神器”如何除“杂草”
手机达人们外出聚餐前，往往会先上小红书查阅“必吃排行榜”；购买各类商品时，要先搜索测评笔记；出游

前，网罗各类旅行攻略成了必不可少的步骤。这种通过借鉴他人分享的经验，进行事前“做功课”的消费方式，即
所谓的“种草消费”，正因其能够高效满足消费需求而日益受到青睐。然而，尽管小红书的“种草文化”带来诸多

便利，在信息的海洋中，如何甄别真实与虚假，避免那些无价值甚至误导性的“杂草”信息，成为用户和平台必须直面的问题。

“我知道都是雷 但我真的避不开”

收回吐槽，回归到问题本身。为什
么普通用户和大 V 都想通过夸大其词
的方式收割流量呢？说白了，还是平台
的机制。以小红书为例，该平台最早作
为海淘软件，曾因其独特的社区氛围和
高质量的用户生成内容受到欢迎。然
而，随着商业化步伐的加快，平台内的
广告和商业推广内容越来越多，许多用
户反映，寻找真实、有用的信息变得越
来越难。

“小红书现在主要的收入分为两部
分：商城分成和卖社区帖子流量。”有 8
年从业经验的小红书服务商张元（化
名）跟记者介绍，“不同于其他社交媒
体，打开小红书首页一下子推给用户好
几条，但这些只能算曝光，点进去才是
有效阅读，因此大家在首图和标题上绞
尽脑汁也就很正常了。”张元说，小红书
的粉丝机制相对于其他社交媒体偏弱，
这也导致小红书的“种草”帖子演变得

越来越夸张，首图越吸引人，用户触达
得越直接。“所以我们在投放广告时也
遇 到 过 收 费 3 万 元 的 博 主 没 有 收 费
1000元的博主广告效果好。”

张元大学毕业后，就做了小红书服
务商，提供小红书平台商业化用户运营
服务等。8 年间，她见证了小红书从“种
草”社区到购物平台的转变。“以前我们
要把广告像软文一样推送，现在小红书
上并不拒绝广告。”据张元介绍，以前她

和同事拿到品牌方的产品后，需要进行
买点梳理，让平台用户容易接受，将广
告包装成软文分发。现在，他们会根据
产品特性，利用后台分析某类产品的关
键词、用户的搜索量，再根据这些数据
投放广告，达到产品购买或品牌宣传的
目的。

“因为职业原因，我自己使用小红
书最多是搜菜谱。”张元意味深长地
说。

平台机制下的流量之争

令人担忧的是，小红书平台在资本的
驱动下，盲目的精致主义和拜金屡禁不止。

“这哪里是小红书，这是有钱人的小
金书!”90后女孩小夏是我市一名企业白
领，出于兴趣爱好，两年前小夏开始经营
自己的小红书账号，但很快她就发现，普
通人的生活没有人看。“手冲咖啡、假期滑
雪，越精致的照片看的人越多。”小夏说，

“但是我不能天天去滑雪吧，成本太高。”
随意点进小红书里的好物分享，博

主很有可能是量产型名媛。“佛媛”“茶
媛 ”“ 下 午 茶 媛 ”，小 红 书 上“ 媛 媛 不
断”。不少博主通过频繁展示奢侈品、
高端旅行和昂贵的休闲活动来吸引关
注。例如，乘坐私人飞机游艇、举办百
万豪车提车仪式等。“2023 年宾利汽车
在华交付量为 3006 辆，在小红书交付
两万辆。”网友如此打趣道。

这些内容往往能获得大量的点赞
和评论，吸引粉丝。炫富的流量一来，

博主就会马上开始带货。但和挥金如
土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出行坐私人飞
机，却教粉丝用廉价染发剂染出美发沙
龙的质感；用着全系高级护肤品，却说
给“贫民窟”女孩推荐平价水乳，并晒出
空瓶证明自己用过。“种草”帖里附着商
品链接，一个链接销量很容易就达到几
千单，流量收割机碾过，收获颇丰。

话说回来，小夏个人主页里点赞量
最高的帖子确实就是教人自己在家动手

染发，成本每次只需80元。1000多的点
赞量，说明真实世界里，还是普通人多。

尽管小红书上存在大量的“杂草”内
容，然而还是有很多真正热爱生活的人，
分享着他们认为真实而纯粹的“美好”：
认真经营了两年小红书账号但粉丝还是
只有100多个的小夏算其中一个。

“放弃做网红，做回用户，小红书上
还有我喜欢的博主，努力分析大数据让
自己的账号还能用。”小夏说。

“圈里养羊 恰好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