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放异彩 带来业态发展新机遇
相比于传统的电视直播， 慢直播

无需主持人 ，可以对某一场景进行长
时间的实时记录 ，呈现原生态 ，特别
适合对旅游景区的推广宣传 。各地可
以通过慢直播带领网友 “云 ”游地方
美景 ， 助力文旅发展 ， 带动消费升
级 。 2020 年 ，一场对黄山风景区的慢
直播火了 ， 吸引 36 万人次观看 。 没
有切换镜头 ， 没有剪辑 ， 没有背景
音 乐 ，一 连 几 天 视频 聚 焦 黄 山 卧 云
峰 。 镜头中 ， 卧云峰在阳光的照耀
下显得气势恢宏 、 雄伟壮丽 ， 在云
雾 的缭 绕 下 变 得 婀 娜 多 姿 、优 美 如
画 。 慢 直 播 带 给 观 众 满 满 的 沉 浸
感 ， 让观众足不出户 ， 就能欣赏到
黄山美景的各个细节 ，带给观众全新
的文旅体验 。

直观 、 内容原生态 、 用户自主参

与， 这些特点大大拓展了慢直播的应
用领域 。 除了旅游领域 ，“慢直播 ”目
前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交通路况监测 、
安防监控、阳光厨房等领域。慢直播的
使用场景丰富多样，包括日常监管、灾
难救援现场、天象奇观等。

各媒体纷纷创新形式 ， 进行慢直
播报道。 人民日报新媒体慢直播 2021
年第一场流星雨； 新华社新媒体借助
“5G+4K+VR”技术 ，对珠穆朗玛峰美
景进行慢直播 ， 带网友 360 度全景式
感受罕见的自然之光； 央视新闻新媒
体通过慢直播的形式， 直击新一轮洪
水过境……慢直播已经成为媒体融合
发展的重要试验场。

慢直播的运用主体已经超过媒体
范畴，带来业态发展新机遇。慢直播可
以与各行各业融合发展 ，如 “慢直播+

旅游”“慢直播+电商”等。 有电商慢直
播养猪 、养虾 ，以及蔬菜生长过程等 ，
全程直播让消费者更放心 ， 提升产品
溢价。 越来越多的“陪伴型”慢直播也
在社交软件上兴起， 让网友纷纷感叹
“太治愈了”。

当然，慢直播也有一些缺陷 ，比如
远景慢直播在夜间会显得漆黑一团 ，
过慢的节奏让部分受众失去耐心等 。
专家认为 ， 作为直播的一种新形式 ，
慢直播是对快直播的有益补充 ，二者
之间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共生互补的
关系 。 虽然不必夸大慢直播的传播效
果 ，但是也应该承认慢直播的独特优
势 。 在重大突发事件现场等特定场
合，慢直播就派上了用场。慢直播有望
成为媒体的常见报道形式 ， 实现常态
化发展。

凝聚人心 提升用户互动交流
近日，河北部分地方疫情再起 ，为

安置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和次密切接
触者等人员， 石家庄黄庄公寓集中隔
离场所建设全面展开。 集中隔离点建
设 24 小时昼夜不停，3000 多名工人连
续施工。 在隔离场所建设过程中，慢直
播再度火了起来。 在施工场地上，设备
轰鸣 ，铲车 、推土机清理地表 ；污水管
道铺设工程全面展开； 通信 、 用电线
路架设作业；集成房屋运输 、拼装……
媒体将镜头对准建设工地， 通过慢直
播，24 小时直播，吸引超过 260 万人次
观看 ，在线 “云监工 ”再次进入人们的
视野。

2020 年初，“云监工”一词在一场慢

直播过程中应运而生， 并入选 2020 年
十大网络热词。 2020 年初，一场全景直
击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的慢直
播吸引上亿人次观看。这场慢直播长达
600 多个小时，全程无剪辑、无解说，只
有几个固定机位。 网友“宅”在家里用手
机观看慢直播，关注建设进展，当起“云
监工”。 “云监工”见证了“中国速度”，也
见证了全民抗“疫”的决心和力量。 对于
建设者来说，“云监工” 既是一种监督，
也是一种鼓励和支持。 现在，“云监工”
在多个领域发挥了监督作用。有的地方
利用慢直播， 积极推进明厨亮灶工程，
强化源头严防、过程严管，提升了监管
成效。

慢直播在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面
前，凝聚人心，传递正能量。 慢直播将现
场发生的一切都客观地记录下来，公开
透明，让网友更接近现场，满足了公众
对信息的需求， 缓解公众的恐慌情绪，
发挥了舆论引导作用。 慢直播实时记录
现场情况，成为网友获取资讯的重要渠
道，引导网友不要盲目猜测，不给谣言
提供生存土壤。

在疫情期间，慢直播还打造了一个
温馨的“战疫港湾”，满足了用户互动交
流的需求。 媒体在慢直播的过程中，插
播即时资讯，并设置评论区，方便网友
留言互动， 为网友搭起一座沟通的桥
梁，提高了粉丝忠实度和用户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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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直播
为何在快节奏中“火”了？

从“车厘子自由”
看市场潜力

■ 何珂

今年以来，车厘子身价“高台跳水”引发了网友高度关注，“车
厘子自由”的微博话题冲上热搜榜。 不少网友表示乐见车厘子价
格下降，车厘子爱好者已经“开心到飞起”，并称“我要实现车厘子
自由了”。

车厘子，本质上与国产大樱桃是同一个品种。 车厘子刚进口
的那段时间，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果”，全国只有高端超市才有售，
而且特别贵，买 1 斤车厘子要花上 100 多元，以当时的消费水平
来说，绝对算得上是水果界的“爱马仕”了。而今年冬季市场上，20
多元一斤的车厘子比比皆是。有媒体报道，车厘子价格大幅下跌，
主要原因是原产地智利迎来车厘子大丰收。 据悉，今年智利车厘
子产量预计提升 30%左右，将有约 50 万吨车厘子进入中国市场，
而且在品相、甜度等方面均好于往年。 供给增多，价格自然走低。

车厘子走进千家万户，离不开开放发展的助力。 中智自贸协
定的签署及零关税、通关便利化等政策让车厘子更快速、更低成
本进入中国市场。 相关数据显示，超过 85%的智利车厘子都被中
国人吃掉。 中国“吃货”展现出的消费潜力惊艳全球。 而畅通的国
内大循环也为车厘子架设了一条前往消费者餐桌的高速通道。电
商渠道不断下沉、物流时效不断提升、冷藏技术不断精进，更加健
全高效的流通体系让车厘子在短时间内触达大江南北的消费者，
引爆市场需求，成为国民消费“新宠儿”。

小小一颗车厘子，搭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快车，不仅甜了百姓的舌尖，也美了产地居民的生
活，更见证着市场的强大动能。 当然，纵观我国消费大盘子，车厘
子市场的分量算不上很重，却可以说是消费新风向的生动注解。

不只是车厘子，以水果为例，回顾改革开放初期，大多数人接
触到的不过苹果、香蕉、梨、橘子“老四样”。 而如今，墨西哥牛油
果、越南火龙果、智利车厘子、泰国榴莲这些进口水果，已是国内
超市里的常见货品。进口商品在强劲需求的带动下，从无到有，从
大洋彼岸飞到寻常百姓家，价格也逐渐从昂贵到可以接受。 不得
不说，种种变化背后，是消费升级的澎湃动力。

进入新年，人们对消费的理解和期盼也在不断变化。 我们有
理由相信，伴随着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的持续扩大
和消费层次的不断提升，类似车厘子的故事还将继续上演。

“车厘子自由”上热搜了，我们还在期待下一个“饮食自由”
“穿着自由”。

“反向定制”更懂你
手机支付、网络购物、在线挂号、网约车出

行……数字社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
式，也给不会上网、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
人，带来一道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

近日，京东联合中兴通讯以 C2M 反向定制
模式发布了一款适老化 5G 智能手机———中兴
Blade V2021 5G 时光机，在保留智能机配置的
基础上， 对软硬件系统进行了适老化改造，设
计了远程安装设置、在线问诊、远程定位、辅助
打车、快捷求助等功能，深受老年人喜爱。

近年来，为了满足许多消费者对个性化定
制和高性价比商品的需求，电商平台纷纷发力
C2M 模式 （Customer to Manufacturer 的缩写，
即用户决定生产）， 消费者可以通过电商平台
下单， 厂家接收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订单，然
后根据需求设计、采购、生产、发货，按“需”反
向定制逐渐流行。

早在 2013 年， 阿里便有了
C2M 的理念 ，2013 年底阿里旗
下 1688 基于 C2M 理念推出“淘
工厂” 项目。 经过数年积累，阿
里凭借先进数字化技术不断向
制造业上游渗透。 把触角伸向

工厂的电商平台远不止阿里巴巴一家。 2019
年 8 月 ，京东通过旗下 “京东京造 ”启动 C2M
个性定制服务，2020 年 11 月 25 日， 京东发布
了“C2M 智能工厂”计划。拼多多虽然是电商三
巨头中最年轻的， 却下了很大决心去做 C2M，
其负责人曾多次公开表示，拼多多的最终模式
是使得上游能做批量定制化生产。 所谓“使得
上游能做批量定制化生产”，说的正是 C2M。

业内人士介绍，反向定制通常是指通过聚集
数量庞大的用户，向商家集中采购的行为。 反向
定制一般有两个特点，一是将定价权从供应商向
零售商转移；二是消费者从“商家有什么就被动
买什么”转变到了“主动要什么商家卖什么”。

以传统服装行业为例，传统服装企业的模式
牵扯环节众多， 从商品被生产厂家生产出来，再
到消费者接收到商品，不仅需要经过经销商与品
牌商的转手，还涉及仓储、溢价、物流等多个环
节。 通过自主定制，用户在线就可以全流程自主
实现服饰定制，挑选面料、领型、袖口、口袋、版型
等款式信息，再输入身高体重数据，成功下单后
7到 10个工作日内实现成衣发货。 “少了中间的
流通环节，价格也便宜了很多，可谓物美价廉。 ”
体验过服装定制的消费者如此评价。

《中国制造业产业互联网 C2M 电商行业
研究报告》显示，反向定制模式拉近消费端与
制造端的距离， 使制造业具备了消费者视角，
可以更好地把控产品的设计和生产，同时在个
性化需求的驱动下，工厂自动化和柔性化能力
得到提升，通过直连去除流通环节中过剩的产
能，将价值回归消费端。

新冠肺炎疫情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逛
电商平台，对定制化的需求也变得更多，同时
疫情加速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随着数字
化的深入，反向定制模式呈现出越来越强的生
命力。 “精准需求引导下的定制化、柔性化供给
时代已经到来。 ”有专家如此评价。

（本报记者 陈树琛 整理）

■ 本报记者 马成涛

将镜头对准景点、大熊猫基地、建筑工地、卫星发射现场等，进行 24 小时不间断直
播……慢直播“火”了。不同于短视频，也不同于传统电视节目，慢直播没有主持人，没有
故事情节，甚至没有背景音乐，仅仅无间断拍摄现场，留下真实影像资料。这样平淡无奇
的直播形式到底“火”在哪？ 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

·网络 站·ee

真实记录
适合网友情感需求

你会花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时间看一场慢直
播吗？ 在快节奏的今天，人们习惯看被剪辑好的
视频。 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慢直播却悄然火了
起来。

什么是“慢直播”？ 慢直播是一种直播形式，
借助摄像头全面记录现场 ，全程无剪辑 ，忠实还
原现场，没有“烧脑巨制”，拍到哪儿是哪儿。与被
精心剪辑的“快直播”形成鲜明对比，慢直播画面
单一，不能快进 ，更别说特效 。 但就是这种近乎
“白描”的记录手法，却赢得广大网友的追捧。 中
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 ， 对 2005
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87.8%的受访者
喜欢看慢直播 ，78.1%的受访者看好慢直播的发
展。 慢直播为何吸引人？ 69.0%的受访者认为是
“有身临其境的真实感 ”，55.9%的受访者认为是
“原生态无剪辑的镜头”。 其他还有：有过程性的
呈现，有见证感 （51.0%），超长时间 ，可自由选择
观看时段 （49.4%） 以及内容安静 ， 让人放松
（33.9%）等。

在 5G 等技术的支撑下， 慢直播门槛大大降
低，逐步走向大众。传统的电视节目也曾经尝试过
慢直播， 不过高昂的成本并没有让慢直播走向千
家万户。 随着 5G、4K/8K 超高清、AI（人工智能）、
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 ）等技术的进一步
发展，以及千兆宽带的日益普及，慢直播的门槛和
成本将进一步降低，形式也将更加丰富多样。随着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一部手机、一个支架就可
以完成一场慢直播。

“只要你想看，我一直都在。”慢直播以其独特
的优势， 增强了受众的沉浸感， 满足了受众的审
美、陪伴、休闲等情感需求。在社交媒体上，网友集
体观看慢直播，有助于减少孤独感。慢直播画面没
有剪辑， 有很强的真实感， 提升了媒体的传播效
果。受众在观看慢直播的过程中，既能获得必要信
息，也能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观察、思考。 在生活节
奏日益变快的今天，慢直播提倡慢生活，显得难能
可贵。观众有了更多选择权，不必被媒体剪辑牵着
鼻子走，从而放慢生活节奏，尽享惬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