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到冬天，上海青年小王就成了“起床
困难户”。每天下地铁骑上共享单车到公司

附近后，她总是匆忙将车随意停在路边，对
地面清晰的停车白线视而不见。 而 “禁停
区”内总是随意摆放着数量各色单车。

为何道路上显而易见的“禁停区”形同

虚设？据行业内人士表示，目前电子围网对
于位置识别的颗粒度较粗， 即便超出范围
数十米，也不一定能够监测到，用户违规停

车却只需正常付费， 久而久之坏习惯就养
成了，极大影响了城市交通和市容市貌。

技术的问题终究要技术来解决。今年
5?以来，共享单车公司哈啰出行在上海

宝山、松江、奉贤多区布局试点“蓝牙道
钉”，通过“GPS+北斗+蓝牙+WiFi”的四
重精准定位系统技术，实现“基于蓝牙道
钉的人工智能定点还车”， 解决电子围网

精度不够带来的管理痛点。据哈啰出行表
示，截至目前，哈啰单车上海用户定点还
车率已经达 95%以上，有效纠正了不文明

用车行为，大幅提升市民用车体验，助力
智慧城市建设。

哈啰单车在沪多地已落地“定点还车”
共享单车进入3.0时代

创新技术研发规范用车行
为，全市布局定点停车项目

自 2014 年国内第一辆共享单车

出现至今，共享单车解决了“最后一公

里” 出行难题， 融入了都市人日常生

活。 技术的发展便捷了生活，同时也

凸显了人性中相对普遍存在的某些特

质，例如懒惰，以及对于规则的心存侥

幸，需要被规范约束。而技术的优势正

在于不断解决问题的能力， 并具有无

限提升空间。

今年五月， 上海奉贤区奉浦街道

与哈啰单车携手开展合作， 在全国率

先试点“定点还车”项目。“基于蓝牙道

钉的人工智能定点还车”，是指车辆停

放区域地面会有凸起的一个个蓝色小

方盒———“蓝牙道钉”， 它们发射出的

蓝牙信号， 可以与哈啰单车上的智能

车锁进行自动感应。 市民在扫码开锁

用车时，手机 APP 会自动提醒他们在

骑行结束时须前往指定地点进行还

车。而在还车过程中，哈啰单车的指挥

平台会对“蓝牙道钉”和单车发出的信

号进行实时比对， 通过比对则表示单

车已经停放在指定位置， 还车行为随

即完成。否则，哈啰指挥平台将对用户

无序停放行为予以纠错。

参与政企共治新模式，降
成增效彰显管理能力

创新科技应用的落地应用与持续

迭代， 离不开多元的试验场景和政策

的大力支持。 用户、企业、政府三方共

同努力，找到“平衡点”才能根治共享

单车乱停放问题。

政企达成合作共识后 ， 当地政

府与企业优势互补， 之前大多依赖

人力管理的模式逐步变成技术+人

力的模式， 整体上减少车辆乱停乱

放情况，保障了路人通行安全，并降

低企业人力成本、 以及提高道路管

理能力等。

今年 “定点还车”项目在上海落

地测试成功， 代表了共享单车管理进

入了全新的共管共治时代。 哈啰单车

上海负责人许方宁表示， 哈啰单车将

不断提升自身运营管理的水平， 给市

民提供更优质的出行服务。

■本报记者 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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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悬疑剧《最初的相遇，最后的别离》引发不少议

论，该剧豆瓣评分一夜骤降，从 6.8 分跌至 4.8 分。 究其原

因，并非剧集艺术水准出现了剧烈波动，而是与男主角扮演

者在社交网络上的激烈言辞相关。

热门剧集有争议并非罕见， 而争议本应成为各种立场

观点相互碰撞、探讨切磋的契机。 只可惜面对网友的差评，

该剧主演没有闻过则喜、冷静反思作品存在的问题，而是把

微博变为情绪发泄的“垃圾场”，引发了网友的新一轮报复

性“围攻”———不少人“怒打”一星，导致《最初的相遇，最后

的别离》 评分迅速出现断崖式下跌……而这场闹剧最终以

演员删除此条微博并道歉而收尾。

艺术探讨与对话，岂可降格为情绪宣泄

上月中旬《最初的相遇，最后的别离》在某视频网站平台

播出，最初的豆瓣评分为 6.8分，虽称不上惊艳但热点话题颇

多，网友评价中也是有夸赞有批评。 然而，男主角于本月初在

微博上晒出网友打低分的截图，并对“低分”发起“反攻”，认

为但凡给这部新剧打“低分”的都是“没看过剧的”，讽刺网友

“不懂剪辑、不是专业影评人”，并且用词低俗，令人大跌眼

镜。 与此同时，由于主演的不当言论，不少网友进而“报复性”

集体打出一星低分，也实属意气用事，并非理性评价。

其实在豆瓣上，因情绪化打分而引起的纷争绝非孤例。

例如网剧《我是余欢水》评分曾在三天内从 8.5 分降至 7.4

分，因为大结局中的一句台词有待商榷，某些尚未观剧的网

友只看了截图，便闻风前来用一星差评宣泄愤怒。 网剧《陈

情令》的评分则更令人匪夷所思———从 4.7 低分升至 8.3 高

分，又从 8.3 高分突然降至 7.7 分。 其实问题出在该剧某主

演身上：分数变高，是该演员的粉丝在“控评”；分数变低，则

是该演员粉丝与其他群体产生了纷争， 不喜欢这位主演的

网友便以差评泄愤。 无论是粉丝用高分“控评”还是网友以

低分泄愤，说到底都是互联网上的非理性情绪在作祟。连带

着新剧评分“大跳水”更是为人们提了个醒：影视剧创作者

和网友之间，都应该构建更理性、清朗的对话空间。

双线并叙有一定新意， 却在悬疑故
事里注入太多感情纠葛

应该看到， 作为一部悬疑剧，《最初的相遇， 最后的别

离》在叙事和表演中，有不少亮点，尤其是双线并叙的方式

颇有新意。 每集剧情都有两个视角：前半集为女主角视角，

后半集为男主角视角， 当视角互换时还将现实和回忆彼此

穿插。 在一些影评人看来，这种多线叙述的手法，能为剧集

增添立体感、细腻度和深度，用在悬疑故事里还带有“烧脑”

“反转”等意味。

只是既然主打悬疑，《最初的相遇，最后的别离》却在剧

情中注入太多套路化的感情纠葛，有些段落难免有“注水”

嫌疑。这是一个讲述开咖啡店的女文青遇上卧底缉毒警察，

从而陷入阴谋和案件的故事。 男一号严谨是个曾当过武警

的富二代，如今以卧底身份成为海鲜饭店负责人，并在生意

往来中遇上贩毒团伙， 和自己之前参与过的一个特大案件

有所关联。 这些复杂的身份背景，均是男主角空口所言。 剧

集又通过哪些行动证明他曾当过武警？ 不外乎是在女主角需要时出现， 给她搬电

视、修自行车、开锁。 就连男主角同事也忍不住吐槽：你是打着查案幌子去泡妞吧。

纵观今年的影视行业，悬疑剧无疑是最火的类型。 其后，一批主打悬疑的剧集

纷纷出现，而这些剧集往往涉及刑侦、医学、法律等专业领域。在上海社科院新闻所

研究员吕鹏看来， 好的行业剧一定是基于生活展现这个行业包括荣耀和卑微的各

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展现从业者对职业的热爱和对专业的追求。 “某些作品顶着

行业剧、悬疑剧的噱头，却把主要叙事力量、故事情节放在职场‘宫斗’或感情纠葛

上，更有甚者屡屡突破行业专业底线，谬以千里。 ”学者认为，国产剧中缺少展现职

业尊严和专业魅力的作品，是值得反思的。

ｗww．whb．ｃｎ

２０20 年 12 ? 29 ? 星期二 责任编辑/? 燕 9

?零宣发”播剧，
“低调”背后的原因耐人寻味

《有翡》《狼殿下》《鹿鼎记》等新剧“零宣发”首播

又到岁末， 电视剧市场突然热闹

起来 ，出现了 “裸播剧 ”扎堆的现象 。

《鹿鼎记》《有翡》《狼殿下》等热门国产

剧在几乎“零宣发”的情况下，突然上

线或上星播出，让观众“猝不及防”。

所谓“裸播剧”，是指前置性宣传

缺失的剧集。越来越多的剧集选择“一

声不吭”地亮相，“低调”背后的原因耐

人寻味。 业内人士分析 ，“裸播剧”频

现的原因之一是部分作品在内容、风

格上存在一定局限性， 以宫斗权谋为

主的古装剧、虚化历史的架空剧、套路

化的玄幻剧等均不符合当下的主流审

美，只能在年末时段“突击”播出；而卫

视频道和视频平台博弈， 也打乱了一

些热门剧集原定的播出计划。 从另一

个角度看，近年来不断“减量提质”的

国产剧走向行业“拐点”，制作公司对

剧集品质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 以往

依靠制造话题博收视率的“唯流量论”

正在消解。

“裸播 ” 亦能造就
“爆款”， 营销不再是收
视率成败的核心

据2020年度 “中国电视剧 （网络

剧）产业调查报告”显示，今年1至11月

电视剧备案630部， 较2019年的811部

减少181部，降幅为22%；前三季度电

视剧获准发行许可119部，较上年同期

减少42部，降幅为26%。中国电视剧制

作产业协会会长尤小刚指出， 业界对

这一现象无需过度忧虑， 甚至在一定

程度上，“减量”恰恰是“提质”的推动

因素。在国产剧不断“提质”的态势下，

观众的欣赏水平也水涨船高。

从近期电视剧市场来看， 新剧首

播的关注度与宣发力度仍成正比，“裸

播剧”首播后亦进入密集宣传期，相关

话题迅速登上热搜榜单。 但其热度是

否能持续，进而辐射到新受众，转化为

真正的收视率稳定增长， 还是要靠品

质来吸引粉丝之外的普通观众。

显然，在这个过程中，营销已不再是

剧集收视率成败的核心要素———只要剧

集品质过硬，“裸播” 也能造就 “爆款”。

《长安十二时辰》2018 年底突然 “提档”

播出，《大宋少年志》2019 年 6 月 “临时

上阵 ”，《庆余年 》2019 年底突然宣布定

档……尽管缺乏长时间、 大规模的前置

宣传，但这些“品质剧”赢得了高收视率

与好口碑。当下，“裸播剧”占据了越来越

重的市场份额， 进一步修正着 “唯宣发

论”“唯流量论”的行业病，逐渐形成市场

倒逼创作的新动力， 让影视创作者沉心

静气地提升作品的质量。

新剧集应坚持用品质
说话， 不能让 “流量依赖
症”造成价值错位

虽然剧集 “裸播” 多属无奈之举，

其结果却迥异———有些新剧坦然应对，

迅速赢得口碑收获观众 ； 部分 “名不

副实” 的大制作即便首播 “热气腾腾”，

也可能面临口碑崩塌的窘境 。 作为

“大秦帝国” 系列的收官之作， 《大秦

赋》 曾积累了不错的 “观众缘”， 当它

以 “裸播剧” 形式上线后得到了 8.9 分

的豆瓣高分评价 。 但播出两周后 ， 剧

集口碑逐渐滑落至及格线 ， 再精美的

服化道 、 大咖云集的主演阵容以及各

种营销话题 ， 都救不了艺术质量高开

低走。

其实 ， 新剧播出前进行适度营销

“广而告之” 符合市场规律， 可一味追

求热度指标则易患上 “流量依赖症 ”。

过度迷信流量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引发数

据竞赛， 致使 “刷 （流） 量” 成为某些

剧作宣发的固定手段， 甚至出现 “劣币

驱逐良币” 的现象。 被某些制作方津津

乐道的 “流量为王”， 其背后就是高收

益的诱惑， 影视剧可以通过植入广告等

方式迅速变现。 然而， 影视作品具有

商品和文化双重属性， 该产业链的各

个环节都应权衡考量谋求动态平衡，

一旦陷入以流量为核心的利益网， 将

会导致价值错位， 最终牺牲文化产品

的内容质量。

近日， 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

发布 “关于电视剧 （网络剧 ） 制作

‘去浮华浮躁、 重创作规律’ 的几点

意见 ” 。 “意见 ” 指出 ： 在电视剧

（网络剧） 创作中， 要尊重市场规律，

但绝不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 更不能

让那些被污染了的数据和流量成为

评价作品的主要指标 ， 甚至是唯一

标准。

反思剧集 “裸播” 现象， 多位制

片人表示： 影视制作公司应摈弃 “大

IP+流量明星” 的选片思路， 拓宽题

材选择范围， 脚踏实地进行创作， 对

观照当下的现实题材进行更多有价值

的挖掘。

文化 专题

■本报记者 宣晶

荨 《有翡》 ▲ 《狼殿下》 (?电视剧海报)

?裸播剧 ”首播后 ，热度

是否能持续， 进而辐射到新

受众， 转化为真正的收视率

稳定增长， 还是要靠品质来

吸引粉丝之外的普通观众。

生活现场的温度，成就2020年中国文坛最美收获
（上接第一版 ） 在评论家潘凯雄看来 ，

从 《钟南山： 苍生在上》， 到 《一个志

愿者的抗疫实录 》 ， 再到新鲜出炉的

《张文宏医生》， 文学都没有缺席， “面

对关切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题材、 重要

人物， 长篇纪实文学创作的快速反应和

艺术呈现， 体现了作家和出版人应有的

职责使命”。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认为， 优秀

的作品应当向着未来、 向着正在改变和

塑造生活经验的有力庞杂的力量， 真正

能够和鲜活当下产生对话。 比如袁敏的

《燃灯者》 系列专栏的叙述对象是时代

楷模 ， 但没有落入单一拔高的叙事模

式， 而是立足于乡村教育和教育扶贫作

出独到解读， 颇具分量。

“烟火美学 ”以有温度的
书写打动人心

平民与英雄， 历史与当下， 交织出

人间烟火与世道人心的纷繁滋味。 无论

是王安忆的 《一把刀， 千个字》、 迟子

建的 《烟火漫卷》， 还是王松的 《烟火》

等作品 ， 在不同榜单里数次 “上榜 ”，

以有温度的书写打动人心。

以 《一把刀， 千个字》 为例， 不同

地域间的舌尖美味， 开阔出另一番融汇

天地与自然体悟的精妙世界， 淮扬菜仅

是一个引子， 它们悄无声息推动着情节

发展和人物性格逻辑。 “王安忆真诚而

锐利地来叩问、 思考、 辩证、 描述， 在

革命、 理想、 信仰与油盐酱醋、 请客吃

饭、 人间烟火的张力中推进叙述。” 复

旦大学教授、 评论家张新颖评价， 这部

作品再次证明她创造力的历久弥新， 也

向虚浮嘈杂的现实提示文学铭刻的庄重

和深沉。

“有人在看完 《烟火漫卷 》 后 ，

特别想来哈尔滨看看 。 读者能够被这

样的人间烟火感染 ， 我觉得自己没有

浪费笔墨。” 在疫情阴云中完成创作 ，

迟子建曾如是感慨 。 《烟火漫卷 》 描

写了榆樱院中几个家庭相互交错的人

生 ， 光明与阴暗 、 正义与邪恶 、 大方

与算计 、 放纵与责任 ， 矛盾而纠结地

共存于个体之上 ， 也成为心灵激荡的

内存原因和动力 。 评论家张莉认为这

正体现了 “烟火美学 ” ———《烟火漫

卷 》 以饱含情感的方式看待街道上的

男女和生灵 ， 在寒冷的世界里燃起

“温暖篝火 ” ， 在凉薄的天地间构建

“有情天地 ”， 写出普通人强劲而有韧

性地 “活着”。

《烟火 》 则从老城北门外 “侯家

后” 胡同讲起， 时间跨度百余年， 拔火

罐儿的老瘪、 刨鸡毛掸子的王麻秆儿、

狗不理包子铺的高掌柜等小人物， 获得

了近似于英雄的史诗感， 《烟火》 中也

绵延出引人入胜的 “江湖” 味道。

烟火气并不意味着一味沉醉于鸡毛

蒜皮， 更多作品凸显了艺术处理上的创

新。 《十月》年度中篇小说榜上，郑执的

《森中有林》以平常心和敏锐眼去处置现

实百态， 将东北故事讲出新意。 邵丽的

《黄河故事》跳出了家族史书写的惯性模

式，勾勒出女性自立自强的命运史，其叙

述语调的生活化和平实性带来了艺术技

法的“陌生性”，令人耳目一新。

新增小说载体打开吸引
更多受众的扇面

前不久中国小说学会 2020 年度小

说排行榜揭晓，继去年在原有的长、中、

短篇小说排行榜的基础上， 增设了网络

小说排行榜之后，今年又新增小小说·微

型小说排行榜。陆涛声的《古玉·古盘·古

砚》等十篇作品入选小小说·微型小说排

行榜，爱潜水的乌贼的《诡秘之主》等十

部作品则入选网络小说排行榜。

“由此，文学榜单实现了对现有小说

门类和文体的全覆盖， 建构起科学完备

的小说评价体系。”在中国小说学会会长

吴义勤看来，文学创作与评价，需要打开

吸引更多受众的扇面。微型小说、网络小

说等载体， 能助推文学在新媒体时代藉

由更多渠道传播。 以榜单上的 《诡秘之

主》为例，这部网文在“好看”的基础上，

融合了东方传统元素与西方玄幻、 蒸汽

朋克风格，创下多个订阅评论记录，令人

一窥本土原创力量的活跃与突破。

创新高！今年上海预计实际吸收外资超200亿美元
（上接第一版） 友邦人寿首席客户官姜

利民表示， 正是因为上海良好的营商环

境， 让企业更加对中国有信心， 未来也

将立足中国推出多重健康保障计划及护

航疾病康复全流程的健康生态圈， 携手

更多中国家庭实现健康长久好生活。

外商投资企业也是推动科技创新

的重要主体 ， 目前累计设立研发中心

479 家， 值得一提的是， 上海一半左右

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来自外

商投资。 来自德国的思爱普 （SAP） 是

全球最大的企业管理和协同化电子商

务解决方案供应商 ， 进入中国以来 ，

已为 1.5 万多家中国企业服务， 助力多

家中国百强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 思

爱普全球高级副总裁柯曼同样表达了

公司坚定持续在中国投资的信心 ：

“我们的创新科研能力在中国政府的帮

助下得以进一步发展 ， 我们虽然没有

神奇的 ‘水晶球 ’ 洞察未来 ， 但我们

已明确了持续投资中国的计划 。 我们

从未停止在中国投资的步伐 ， 今年如

此， 明年和后年也是如此。”

“大胆试”与“大胆闯”：着
力打造外资首选地

自 1980 年 7 月中国迅达电梯有限

公司上海电梯厂成立， 成为改革开放后

上海引进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以来，

上海外资走过了 40 年不平凡的发展历

程。 上海以约占全国万分之六的面积、

百分之二的人口， 吸引了超过十分之一

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现有外商投资企

业约 6 万家。 目前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

额超过 2700 亿美元。

在此过程中， 上海用了约 25 年时

间吸收外资突破 500 亿美元， 用了约 6

年时间突破 1000 亿美元， 而 1500 亿美

元、 2000 亿美元、 2500 亿美元的突破

均仅用时 3 年 。 40 年来 ， 上海外资工

作引领了全国诸多 “风气之先”。 从设

立第一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第一

个保税区等开始， 上海坚持大胆试、 大

胆闯， 取得一系列 “零的突破”。

今年 9 月， 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

《上海市外商投资条例》， 于 11 月 1 日

起正式实施。 作为外商投资法实施后地

方人大出台的首部外商投资条例， 《条

例》 坚持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引资， 注

重对外商投资的促进、 保护和服务， 强

调外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与保障。

市商务委党组书记 、 主任华源表

示， “十三五” 时期， 上海坚持把扩大

开放和吸收外资放在突出位置， 率先落

实国家各项开放举措， 不断完善外资政

策体系。 下一步， 上海的外资工作将围

绕着力打造新时期外资首选地、 着力建

设高质量外资集聚地、 着力营造国际一

流投资环境 3 个维度， 推进实施更大范

围、 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对外开放， 努

力打造高能级市场主体集聚、 高标准投

资促进体系健全、 高水平服务系统集成

的亚太投资门户， 为上海打造国内大循

环中心节点、 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

提供更大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