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疫情对你的工作影响大吗？ 

 

梨视频的内容生产几乎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因为我们的模式本来就是去中心化的，

并没有一个集中的庞大编辑部，而是依靠一个遍布全国的、开放式的拍客网络来提供新

闻线索和素材，然后由分布在全国 5个城市的区域中心进行事实核查和编辑、出版、分

发。整个流程在平时都是通过高效的线上协作来完成。我们的呈现形式都是数字化的短

视频，无需出版报纸或者进入演播室录制节目。 

 

新冠病毒疫情 1月下旬首先在武汉爆发后，我们不用克服物流方面的障碍从北京或者

上海向武汉派遣记者，因为我们在当地本来就有大量注册拍客，他们可以迅速抵达新

闻现场，克服各种限制和困难发出报道。 

 
 

2. 你们对于疫情做了哪些方面的报道？ 

 

在内容方面，梨视频关注的不是宏大叙事，而是危机中的受难者和普通人。 

 

我们记录了被病痛和绝望折磨的亟需帮助的患者和疑似患者；记录了缺乏充足防护设

备但仍然坚持挽救生命的医生、护士、急救人员，他们中有人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堪

称英雄；记录了努力维持城市运行的外卖员、社区工作者、志愿者、清洁工； 

 

我们记录了那些为了保持社交距离而被迫待在狭窄公寓里的普通家庭，他们发明了各

种有创意的方法来让日子更丰富多彩，同时为降低感染率作出贡献；我们也记录了社

会中的弱势群体，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那些因为城市突然封闭而被迫栖居在地下

车库的外地人； 

 

我们记录了那些治愈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他们讲述了曾经命悬一线的生死时刻以及

对未来的重新思考；我们也记录了那些不幸逝去的人，他们不仅仅是一个个数字，而

曾经是闪耀的生命，他们不能也不应该被遗忘。 



3. 从结果看，疫情期间，受众对于新闻和内容的消费有哪些特点？ 

 

在这样的危机时刻，人们对信息的渴求前所未有，所以可以看到几乎所有形式的内容

数据都有增长。在这中间，绝大部分人都是从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即时通信工具上获

得信息，传统的报纸、电视占有的份额很小。从我们的统计来看，我们的内容影响力、

播放量都比平时增加了很多，在社交网络上的互动量也有明显提高。 

 

但是，遗憾的是，内容影响力数据的提高并不总是意味着与之相匹配的营收增加。我们

的主要盈利模式是广告，由于疫情对其他行业的影响很大，所以很多广告客户会削减

广告预算，因此对我们财务上的负面影响比较大。我们被迫采取了降薪和裁员的方式降

低成本，同时也在探讨多样化的营收渠道，为未来更多的挑战做好准备。 

 
 

4. 你认为这次危机对你的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机会和挑战并存。 

 

在如新冠疫情这样的危机中，信息的自由流动不仅重要，甚至可以挽救生命。 

 

我们会看到，受众对于真实和准确信息的需求仍然是巨大的。我们会继续尝试更灵活的

报道方式，在传统的经典新闻定义之外，基于数据的新闻呈现，对纷繁复杂信息的有

序梳理，为受众对接供需、提供解决方案，与 NGO等社会机构的更多合作，等等。 

 

但遗憾的是，除了一小部分优秀的报道和内容外，大量虚假信息、受到操纵的信息、误

导性信息、阴谋论大行其道。与此同时，有的领域被夸大，有的则被遮蔽。信息的多元

化也进一步趋弱。疫情也导致中国互联网上的舆论撕裂情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

本丧失了可以理性讨论问题的空间。 

 

在疫情于世界范围内爆发后，由于种种或众所周知或难以名状的原因，中国媒体和自

媒体对于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疫情以及防疫措施的报道与描述并不准确、完整和充

分，这也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互联网舆论中出现的不理性声音逐渐占据上风。 

 
 

5. 最大的担心是什么？ 

 



最担心的是疫情过后，世界会加速去中国化，中国再次被隔绝于世界。这种去中国化不

仅仅表现在产业链的转移，更可怕的可能是心理上、文化上的隔离。对那些有独立思考

力的中国人来说，这将是一个被动付出的沉重代价。 

当然，希望这一切不会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