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２０23．6.6 星期二 责编：皮磊 美编：王坚

09新闻NEWS

新规提到，抖音鼓励用户分

享生活中的美好和正能量，同时

也希望守护公益的纯粹性。为此，

平台对公益账号运营主体资质及

运营方、发起慈善募捐及账号直

播等内容都提出了明确要求。

抖音此番新动作可谓非常

及时且非常有魄力，也可以看作

是“他律”之外，平台在“自律”方

面的又一次加码。此举也让我们

看到了平台在净化网络环境、推

动公益健康发展的勇气和决心。

事实上，随着公益逐渐成为

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有关行业

如何健康发展的讨论就从未停止

过。尤其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人

们在对其倾注了更多期望的同

时，也提出了更多要求。在这方

面，平台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数据显示，自 2016年慈善法
颁布实施以来，我国累计有超过

510 亿人次参与互联网慈善，募
集善款 350亿元。互联网技术及
平台的快速发展，尤其短视频平

台的兴起，不仅极大降低了公众

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门槛，也让

公益更具互动性和趣味性，公益

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

相较于以往的图文传播方

式，在以抖音等为代表的短视频

平台，直播及短视频让我们能够

更加直观地了解公益项目执行

情况，也大幅提高了由“看见”到

“关注”再到“捐赠”的转化率。越

来越多的公益机构、公益行业从

业者开始尝试以直播或短视频

的方式与潜在捐赠人互动，宣传

公益项目。

但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

短视频平台的快速发展在给公

益行业带来更大发展空间的同

时，也为行业及机构带来一些新

的思考，其中既有专业人才匮

乏、内部能力构建等方面的问

题，也有来自外界的持续关注。

我们注意到，也正是看到了“公

益”“慈善”对普通大众的吸引

力，看到了直播等渠道变现的无

限潜力，一些所谓“网红”“流量

博主”试图通过摆拍、造假、卖惨

等方式制造话题，以“伪公益”欺

骗用户，伺机从中谋取私利。

如，在四川大凉山地区，有

短视频博主宣称深入农村地区

“做慈善”，为家庭困难的老人发

放现金及生活物资，感动了很多

网友。然而事后该博主却将发给

老人的现金和物资收回，让网友

大跌眼镜，更有网友表示“以后

再也不相信公益”。

也有博主“不辞辛劳”赶赴当

地，拍摄一些身处困境的老人及

儿童凄惨的生活环境，赚得粉丝

无数眼泪，网友纷纷表示“要捐钱

捐物支持他们”。然而最后却被证

实，其视频为摆拍，有事先设定的

剧情，视频中的老人和孩子也是

博主雇来的“演员”……

这种借“公益”赚取流量的

行为，不仅一次次欺骗、消耗了

公众的爱心，破坏了平台在用户

心中的好感，更极大地损害了公

益行业深耕多年才建立起来的

公信力，而其目的无非是借此赚

取流量或关注，最终实现流量变

现的目的。

根据观察，2023年以来，以虚
假摆拍、故意制造话题或矛盾等

为特点的伪公益事件在互联网平

台屡有发生。某些视频创作者试

图利用虚假人设、情节、场景、道

具等编造不实信息，凸显对立或

冲突效果，引发各方高度关注，产

生了一定的不良社会影响。

不论是《慈善法》还是《互联

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都对上述问题有过明确

规定。抖音的此次表态，也说明

平台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而其

作为民政部认定的第三批慈善

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

之一，也有责任和义务推动行业

健康、规范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抖音发

布的新规，在“打假”之外，重点

强调了账号的资质问题：账号如

在平台发起慈善募捐，主体需持

有相关资质并按照规定认证。对

于公益类账号，新规还明确提出

不得进行直播打赏、电商销售等

营利性行为，以此规避试图通过

公益变现等操作。

更新规则的同时是加强治

理。截至目前，抖音陆续制定并

发布了《“演绎”类作品内容创作

新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平

台规范暨行业倡议》等平台规

范，系统打击和治理不实信息。

自 2023年 4月至今，抖音已经下
架与“伪公益”相关视频 1131个，
对 3518个“伪公益”账号进行了
无限期封禁等处置，并抹除其不

当获取的新增粉丝，取消其营利

权限。由此可以看出平台在加强

内容治理上的力度。

归纳来说，抖音将从资质认

证、严格打假、长期打假、联合治

理等方面着手，维护平台及行业

的健康发展。当然，打击“伪公益

“伪慈善”并不是一禁了之。抖音

此次发布的新规也对如何申请

认证公益类账号、如何发起公开

募捐等行业和机构较为关注的

问题做出了详细解释。

不少业内人士对此表示积

极肯定：“伪公益内容、行为利用

了公众的善良，也破坏了公益慈

善的良好生态。在平台上存在的

伪公益行为，平台有责任也有权

利进行监管。我们认可平台通过

发布新的规则，进行主动治理的

行动，共同推动网络公益内容的

有序规范。”

或许其中还有一些细节值

得商榷、完善，但相信抖音此举

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公众对平

台的信心，提振对公益事业的信

心。也期待有更多平台加入进

来，共同打击“伪公益”行为，维

护公益行业的良好形象，共同推

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抖音发布新规治理“伪公益”
行业健康发展需自律更要各方联合

6 月 1 日，蚂蚁集团发布
2022年可持续发展报告及 2022
年社会公益报告。报告显示，

2022 年蚂蚁集团公益捐赠实际
支出为 7.9亿元；自 2019年起，
累计公益捐赠实际支出 27 亿
元，相关投入主要用于支持绿色

低碳、女性发展等方向。报告指

出，蚂蚁集团已沉淀出一套用数

字技术和平台力量助力相关问

题解决的创新公益模式。

据了解，“绿色低碳”是蚂蚁

集团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四大方

向之一。2016年，蚂蚁集团发起
公益项目“蚂蚁森林”，并逐渐形

成了以“企业捐资支持生态建

设”来激励和倡导“社会公众绿

色低碳生活”的创新公益模式，

以培养人人参与绿色低碳的生

活方式，同时引导公众关注生态

环境的改善。

截至 2022年年底，“蚂蚁森
林”与 20多家公益伙伴一起，在
19 个省份实施生态类公益项
目，累计种下超 4 亿棵树，参与
共建了超过 2700平方公里的保
护地，开展 500亩海草床的科学
种植及 1000 亩红树林生态修

复。此外，蚂蚁集团还基于蚂蚁

森林进一步发起“绿色能量行

动”，与 636家生态伙伴一起倡
导低碳生活，见证 6.5 亿人践行
绿色低碳，累积产生“绿色能量”

2600多万吨。
蚂蚁集团董事长兼 CEO井

贤栋在可持续发展报告致辞中

说，蚂蚁还在探索用技术帮助中

小企业实现绿色转型。他举例

说，通过在储能电站植入可信上

链模组，能够帮助中小企业进行

有效的电力调节，降低电费支

出，走向绿色转型。

女性是蚂蚁集团系列公益

行动的核心关注群体之一。关注

到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扮演的

重要作用，以及数字时代下女性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2018 年起，
蚂蚁集团积极发挥自身数字技

术和平台力量，发起“数字木兰”

系列计划，从基础保障、就业支

持、多元发展等层面入手，助力

提升女性的安全感、成就感、幸

福感。

基础保障方面，截至 2022年
年底，“数字木兰”系列计划累计

已为欠发达地区困难女性免费

送出了 375万份公益保险，助力
提升教育、医疗保障。就业支持

上，“数字木兰”已支持在欠发达

县域建立 17 个数字就业中心，
帮助一万名女性提升职业技能。

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教

授、数字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江

华认为，“作为农村三留守群体

中有劳动能力的人群，乡村女性

的发展关系到整个乡村振兴的

未来。数字木兰通过支持乡村女

性就业创业，让女性在家乡就能

兼顾事业与家业，满足了她们的

经济收入与家庭养育的双重需

求，为解决当前我国人口的性别

红利与数字红利、助力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新方向，具有深远

的经济与社会意义。”

多元发展机会方面，“十年

十亿”除支持中国女足外，还资

助了全国 23个省、市、自治区及
直辖市的 70支乡村校园女足球
队，帮助乡村女孩通过足球收获

自信、历练人格，获得多元发展

机会。

为助力乡村振兴，2022 年，
蚂蚁集团在支付宝上线了公益

助农频道，为 160个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等欠发达县域农产品

免费提供长期展销窗口，支付宝

“百县百品”助农行动累计已带

动公众助农帮销金额 1亿元。
截至 2022年年底，支付宝公

益平台已支持公益机构累计发布

了 1.7万个公益项目，募集善款超
63亿元，带动公众参与捐赠近 37
亿人次。2022年，支付宝公益平
台共建委员会发起成立，和行业

伙伴一起共建、共创、共益。

此外，蚂蚁集团还持续助力

老年、残障等群体跨越“数字鸿

沟”。截至 2022年年底，“蓝马甲”
助老行动线上触及老年人超过

2000万人次，线下面对面服务超
过 90万人次老年人。在中国残
疾人联合会指导支持下，2022
年，蚂蚁集团还与中国残疾人福

利基金会联合发起“追梦行动”

系列助残公益项目，助力残障群

体康复、教育、就业。 （皮磊）

蚂蚁集团近 3 年公益支出 27亿元
聚集绿色低碳及女性发展等方向

日前，抖音官方账号发布了关于抖音公益内容治理的

最新规范，引发诸多关注和讨论。据了解，此次发布

的规范主要是针对平台上通过发布摆拍、“贫困悲惨”、夸张凸

显社会与家庭矛盾等不实信息内容，或借助发布“助农”“助

老”“助残”“助困”等内容，谋求商业变现的“伪公益”行为，同

时禁止公益类账号变现。

蚂蚁集团发起“绿色能量行动”联合企业界促进绿色消费

■ 本报记者 皮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