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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短视频兴起之意义与现存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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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在政策扶持、技术推动下，由农村用户自主拍摄的“三农”短视频悄然兴起，成为

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农”短视频为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带来了新契机，其在

赋权农村用户参与信息流动的闭环，加快创新扩散进程，缩小城乡“数字鸿沟”，补充传统媒体单一

报道框架，展现更立体的“三农”形象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与此同时，“三农”短视频之低俗

化内容损害农村形象，同质化内容造成审美疲劳，分发不合理导致信息遮蔽等短板和弊端也逐渐显现，

其应该引起相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并采取相应对策进行大力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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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 with policy support and technology promotion, short videos on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shot by rural users independently, have quietly emerged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various 
short video platforms. These videos ha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agriculture 
and farmers, and has played a great role in empowering rural us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losed loop of information 
flow, speeding up the process of innovation diffusion, narrowing the “digital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supplementing the single reporting framework of traditional media, and showing a more three-dimensional 
image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vulgar content of the short videos on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damages the image of rural areas, and the homogeneous content causes 
aesthetic fatigue, and the shortcomings and disadvantages such as information masking caused by unreasonable 
distribution gradually appear, which should be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by relevant parties, 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regulate and control it vigor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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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时代，短视频成为人们获取信息、

进行社会交往和表现自我的主要媒介载体。据《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 2018
年 12 月，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达到 7.59 亿，短视频

用户达6.48亿。其中，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 2.11 亿，

在整体网民中占比 26.3%，农村互联网渗透率不断

提升 [1]。短视频进入农村后，独具特色的“三农”

题材类短视频不断涌现。“三农”短视频是指涉

及“农村、农业、农民”话题，时长在 1 到 10 分

钟的视频内容。“三农”短视频的出现，使得农

民从叙事客体向叙事主体转变，同时改变了主流

媒体对于“三农”问题报道数量少、收视低的困境，

实现了文化与经济的双重价值 [2]。本文从技术和

政策等外部条件与短视频自身特点诸方面探讨“三

农”短视频兴起的原因，同时，分析短视频为解

决“三农”问题带来的新思路和新契机，并指出“三

农”短视频当下面临的困境与存在的问题，以期

对“三农”短视频领域的研究以及现实中“三农”

问题的解决提供些许思考与建议。

一 “三农”短视频兴起的原因

（一）政策扶持

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毛泽东同志就清楚地认

识到了“三农”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革命战

争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中国的

革命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

民，中国的革命根据地应该建立在农村，采用“农

村包围城市”战略能最终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

的胜利。对于当下中国来讲，“三农”依然是我

国重要的议题之一，“三农”关系着我国经济能

否健康持续地发展、社会大局能否稳定、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能否实现，等等。不可否认的是，当下，

我国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依然面临着种种困境：

首先，农村的发展依然落后于城市，“城乡对立”

的二元结构并没有得到消解，部分农村地区依然

存在着基础设施落后、医疗水平不足、基础教育

水平落后等突出问题；其次，根据国家统计局最

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民人口约 57 661 万人，

占总人数的 41.48%，目前我国农民依然面临整体

文化水平低、人均收入低、科学素养和学习能力

差等问题；最后，农业生产大而不强、多而不优、

竞争力较弱，同时农药与化肥使用量较大，农产

品的质量、产量亟需提高。为此，2018 年 9 月，

国务院出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文件明确提

出“互联网 + 农业”的计划。在这一乡村振兴的

大方向下，今日头条、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均推出

了针对“三农”的各项扶植政策。例如，今日头

条的金稻穗计划，对三农创作者进行高达 5 亿元

的补贴；同时，公开招募致力于“三农”信息惠

普事业的“三农合伙人”，每位合伙人获得至少

100 万元、至多不封顶的站内流量。显然，这给从

事“三农”题材创作的创作者带来了巨大的福音。

（二）技术推动

麦克卢汉经典的“媒介即信息”理论认为，相

较于媒介的内容而言，媒介形态本身就是一种讯

息。“技术是社会进步的唯一决定性因素”这一

结论是否正确在这里暂且不讨论，但不可否认的

是，媒介技术的改变的的确确在推动媒介形态的

变化，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权利结构与人们的生

活生产方式。当下，手机零部件制造技术正按照“摩

尔定律”进行指数级的更新与迭代，智能手机计

算能力提升的同时，生产成本也逐渐降低，华为、 
VIVO、OPPO、小米等国产手机厂商纷纷发布中

低端“千元”机型占据农村市场，使得智能手机

得以在农村迅速普及；4 G 移动互联技术的逐渐成

熟与无线网络覆盖范围的扩大，使得流量资费不

断下调，同时移动、联通、电信等各大运营商也

纷纷完善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服务，使得农村

信号差和网络不稳定的情况得以改变。基于此，

短视频凭借其短时长、易传播、使用门槛低等优

势迅速吸引了农村网络用户，以快手、抖音、今

日头条为代表的短视频 APP 成为农村用户劳作之

余休闲娱乐的必需品。自此，农村用户获取信息

的方式从过去的“大海捞针”转变为移动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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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个性化接收”，极大提高了信息获取的

准确度和效率。

（三）短视频利于传播

首先，短视频拍摄、观看的低成本、低门槛使

其获得数量庞大的用户。其简单的拍摄操作与直

观的画面呈现，使得“传播者”与“受众”之间

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任何人都可以拍摄、上传

视频内容，较低的媒介使用成本使得短视频迅速

普及。其次，短视频因其传播方式界面化、传播

内容个性化、传播过程互动化的特点迅速圈粉 [3]。

以快手 APP 为例，从进入主界面到拍摄仅仅只用

4 次点击即可完成录制→添加特效与配乐→选取封

面截图→发布这一流程。同时，观看者可以在视

频的下方通过评论的方式与作者进行互动，这为

短视频平台增加了社交属性。可以说，短视频很

好地满足了用户自我展现、互动交流和娱乐化的

现实需求。最后，短视频与社交媒体之间存在着

天然的联系，我们可以通过微信、微博或腾讯 QQ
等第三方社交媒体来登录短视频平台，APP 具有

好友点赞、评论自动标识功能，同时，其与微信、

微博、QQ 等社交媒体相关联，一键分享为短视频

的快速传播提供了便捷的渠道。

二 短视频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带来

新的契机

（一）赋权农村用户参与信息流动的闭环

短视频 APP 在农村普及之前，电视和广播是

农村用户接收信息的主要媒介。由于电视、广播

这类传统媒介保存性差、线性播出的特点，使得

农村用户只能在固定的时间段观看或收听特定的

节目，这样，诸如市场供应量与需求量、农产品

价格浮动、新兴农业技术等重要信息就很容易被

错过。数据统计显示，在互联网普及之前，因媒

介条件和浏览习惯的限制，有接近 6 成的农民不

会分析农产品的价格波动。供求信息不顺畅，出

现农产品供无人求或供不应求现象的概率会大大

增加。2017 年，漳州南靖县，中国最大的香蕉生

产基地，因没有及时关注香蕉价格波动导致的供

需不平衡信息，导致该地区大量成熟的香蕉因无

人购买和采摘全部烂在了树上。类似的新闻在之

前屡见不鲜，而此类问题一旦出现，解决的措施

一般也只是在“需求侧”发力，通常情况下，相

关部门会呼吁广大网友购买当地滞销的农产品以

减少经济损失，这其实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解

决问题的根本应立足于“供给侧”，即果农在种

植农产品时能够主动分析未来市场的行情，从而

决定来年种什么、种多少。如此，才能“种得对”“卖

得好”。在网络飞速发展的今天，短视频平台可

以以最快的速度、最优质的内容满足现代农民对

价格、需求量等信息的需求。例如，今日头条的

“三农频道”就备受广大农村用户的欢迎和关注。

该频道为农户提供了大量优质、准确、及时的“三

农”类信息，其包括农业机械价格浮动情况、猪

肉牛肉小麦等农产品市场行情，等等；同时，还

有大量专业三农问答专家入驻平台，免费为用户

解惑答疑，让信息传输过程中的噪音减少、有效

信息增加。如此一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民

盲目跟风种植的问题，让农民科学把握市场的需

求和导向，做到科学种地的效益最大化。

大众媒体时代，信息由媒体传向用户容易，由

用户反馈回媒体难。短视频的出现，赋权每位用

户以发声的“话筒”，信息的传播过程由线性向

双向转变。与城市用户相比，农村用户接触网络

相对滞后，能够让其展示生活发出声音的平台也

少之又少。短视频平台的出现，可以让农村用户

的意见与声音被更多的人听到。这对于政务工作

者来说极为重要，因为他们可以借此聆听农村用

户们发出的声音，了解农民最迫切的需求，从而

制定出科学、合理、适用的政策，更好更高效地

服务于农户。如此一来，农村用户就能够重新加

入到信息流动的闭环中，实现接收信息的畅通无

阻，并获得发出“声音”的权力，同时还能够享

受新媒体技术为生产生活带来的诸多便利。

（二）加快创新扩散进程，缩小城乡“数字鸿

沟”

美国学者 C.R. 赖特曾指出，媒介有四种社会

功能，其中的社会化功能与拉斯韦尔提出的社会

遗产传承功能含义大体一致，强调的都是媒介在

传播知识和行为规范方面的重要作用。拥有 6.5 亿

受众人口的短视频这一媒介也正在发挥着输出价

值、传播知识的功能。短视频既能够提供“一级

传播”信息，使之直接到达用户，也能够实现被“意

见领袖”等社交因素影响的“二级传播”，并凭

借其传播速度快，传播内容详细丰富、天然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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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属性极大地缩短创新扩散的进程。笔者尝试以

“农业”“技术”“农业知识”等关键词在今日

头条 APP 上搜索，很快就出现了诸如“农业技术

百科”“农业技术分享”“农业技术服务咨询”“天

天学农”等粉丝关注度均在 10 万以上的用户创作

的视频。以拥有 70.5 万粉丝的“天天学农”为例，

其拍摄的视频时长多在 10~15 秒左右，内容包括

各类型农业知识：能够实现增产增收的“果蔬环割”

技术，果树嫁接、幼树塑形、白术种植经验，以

及如何对蔬菜进行施肥除草等农业种植所需的知

识和技能，等等。其发布的“三分钟搞定果树嫁接”

视频虽然仅有短短的 3 分 09 秒，却包含了选取主

枝→准备砧木→削取接穗→形成层对齐→蓝色薄

膜绑紧→白色薄膜包裹等低位嫁接技术一整套的

详细流程。视频创作者一边操作，一边讲解注意

事项和原理，例如要斜切一下砧木，以找到形成

层与木质部的位置、方便切接下刀，等等。同时，

整个系列视频均配有字幕，视频的末尾还有流程

和关键操作的总结梳理，其详细的讲解和操作演

示让果树的嫁接技术变得简单易懂。通过短视频

平台进行传播，加之微信群、QQ 群的病毒式分享，

类似的农业技术可以迅速在当地得到普及，越来

越多的劳作者也能够因此及时完善种植手段、丰

富种植知识、更新种植工具，从而实现产量和收

入的双重提高。

帝奇诺在《大众传播流动和知识差别的增长》

中指出，电视上的有关科学知识、公共事务和新

闻重复较少，其不利于社会地位低的人群学习和

接受，这是社会地位低的人群与社会地位高的人

观看电视产生知识鸿沟并不断扩大的因素之一。

短视频则可以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在短视频题材

上来看，大到时事政治、国家政策、国际形势，

小到如何学习编程等高新技术，使用某种机器、

做一道菜、学会一门语言等等，各种素材资源都

能供用户自主选择学习，以完善自身知识体系。

例如抖音 APP 上，ID 为“编程酷站”的视频创作

者获赞 913.3 万次，并拥有 141.6 万粉丝，其作品

栏就提供了系统的编程教学内容。其内容包括从

视频编辑软件的推荐和使用教学，到源代码的分

享、成品程序展示以及行业薪资水平讲解、未来

发展前景介绍等种种信息，非常方便没有线下学

习条件的用户学习使用。其次，相较于电视的线

性播放，短视频的保存性更具优势。随着软件的

迭代更新，短视频出现了“倍速”播放功能，使

用者对于已掌握的知识点可以选择“1.5”“2.0”
的快速播放模式，对于难以理解的知识点则可以

选择“0.75”“0.5”的慢速播放模式；同时，评

论区对每一位用户开放，用户之间可以自由发言、

提问和交流。如此一来，极大方便了教育水平、

知识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村用户的学习，使得城乡

用户之间的“知识鸿沟”不断缩小。

（三）助力农村产业振兴，促进农村人均收入

提高

新中国成立之后，因工业化建设的大力推进，

“以农养工”战略的实施促成了城乡分离的状态，

使得农村的发展不充分、不平衡。2017 年全国人

均可支配收入数据统计显示，城镇为 36 396 元，

农村仅 13 432 元。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孙立平在

《断裂：20 世界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一书中

指出：“当下中国的社会中，几个时代的成分同

时存在，互相之间缺乏有机联系从而不能形成完

整的社会整体，造成社会的断裂。” [4] 这种“断

裂”更多地体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断裂上面。

从经济层面来说，当下的中国已经由生活必需品

阶段向耐用消费品阶段转型。在生活必需品阶段，

一个城市家庭消费的产品主要是来自农村的农产

品，这样资源的流动能够将城市和农村联系起来。

到了耐用消费品时代，一方面，城市家庭更多的

消费资金是用于住房、交通、电器、医疗等方面，

这些消费项目与农村并没有直接性的联系，这就

形成了城市与农村之间新形式的断裂；另一方面，

农村住户大多数依靠种植农产品来获得收入。我

国农业的产值比例低于全民生产总值的 9％。在耐

用品消费时代，农民如果还是依靠种植农产品创

收，将很难获得理想的收入，甚至很可能被排除

在经济循环的闭环之外，彻底被快速发展的社会

所淘汰。因此，为了满足购买力与耐用品消费的

平衡，更多的农户选择通过对农产品的深加工来

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多的收入，但加工后的

农产品如何营销又成为了难题。广西灵山县就曾

面临这样的困难。这里因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盛产

水果，但由于交通闭塞和缺少可靠有效的销售渠

道，其水果经常滞销，历年来烂在林子里的果子

数不胜数，给果农造成极大的损失和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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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电商”的出现很大程度上解决了

这一难题。首先，短视频相较于文字、图片等载

体更具“直观性”和“现场感”。以农产品为例，

短视频可以记录产品的种植、成熟到采摘一系列

的过程，加之购买链接就悬浮在短视频下方、无

需跳至其他页面的便捷性，让用户的购买更加放

心与便捷。其次，通过短视频流量聚集快速、碎

片化传播以及社交性导致的病毒扩散优势，能实

现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的传播效果。例如，广西

灵山县的一名农村妇女九妹以“巧妇 9 妹”的称

号在今日头条上发布了一系列短视频，仅仅一年

的时间她便收获粉丝 200 万人，其视频总播放量

超 3 亿次，帮助整村售出水果 300 余万斤。可以

说，“短视频 + 电商”的模式能够助力企业形成

品牌效应，激发产业活力，促使农村人均收入和

就业岗位增加。

此外，短视频对于乡村旅游事业的带动作用

也非常明显，诸如像武汉天堂寨全透明玻璃栈道、

西安的大唐芙蓉园、双城湖景区以及广州的石室

圣心教堂、盏鬼小食街等由抖音短视频平台带红

的旅游景点、景区，已经成为众多喜爱旅行的网

民“打卡”的圣地。一方面，短视频在提高旅游

景点的知名度和曝光度上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例

如，位于陕西省渭南市华阴市的中国五大名山之

一的华山，在其南峰东侧半山腰处有一条沿着山

崖开凿的长空栈道，由元朝初年全真道人贺志真

所修，至今已有 700 多年的历史。作为国家 5A 级

景区，其本身的景色便独具特色，经过抖音用户

的分享和传播，其名声更大了，现在每年去华山

长空栈道游玩的旅客络绎不绝。另一方面，旅游

类短视频内容还能够充分调动起用户出行的欲望。

当看到被誉为“天空之境”的乌尤尼盐泽雨后湖

面反射着令人窒息的天空美景时，网友纷纷在评

论区发出“人间仙境一般，一定要去亲自体验一

下”“此生不到天空之境，一定会留下遗憾”之

类的感慨，这无疑能激发更多的游客到此一游的

欲望。

（四）完善传统媒体单一报道框架，展现更加

立体的“三农”形象

议程设置理论指出，媒介中所呈现出来的世界

并不是真实世界“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一种有

目的的取舍选择活动 [5]。李普曼也曾提出过类似

的观点：人们生活在媒介塑造的“拟态环境”之

中，媒介所提供的信息环境并不是客观环境的完

全再现，而是媒介进行信息选择后的结果 [6]。媒

介组织机构对于信息处理的认知结构或定性准则，

被称之为“媒介框架”。正如 D·桑德斯对媒介

框架的定义中所指出的：“媒介框架为强调、解

释和表述的符码，是进行选择的原则。”[7] 诸如

报纸、电视等主流媒体，作为党的“耳目喉舌”，

其媒介立场和功能定位就决定了其选择信息的框

架。例如，在人民网以“三农”为关键词进行检

索，在呈现出来的结果中可以发现，人民网更多

采用宏观的叙事方式，聚焦于《七部门联合部署

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多部门出台 17 条

硬措施支持生猪生产发展》等农业政策解读，《我

国异地扶贫搬迁已入住 947 万人》等农村脱贫摘

帽成就展示，以及《生态桃林长出 10 亿元产业》

《70 年来全国粮食总产量增长 4.8 倍》等农业经

济现状报道等宏观问题。而对于短视频而言，拍

摄主体的转变也就导致了其报道框架的转变。“三

农”短视频更多地是从微观层面和个体视角出发，

展现农村民风民俗、农民的日常生活、农产品的

种植过程等内容。短视频平台“三农”系列内容

可以说是对主流媒体报道的补充，从而实现宏观

视角与微观视角相结合，使得用户透过媒介，能

够看到一个更加立体、更加真实的农业、农村发

展现状和农民的日常生活。

三 “三农”短视频现存的问题

（一）“恶搞”短视频对用户形象塑造和青少

年社会化产生不良影响

达拉斯·斯密塞在受众商品论中指出，报纸

将受众收视率打包卖给广告商以获取利润。这一

理论也适用于短视频传播的分析，即短视频流量

可以与收益画上等号。为了获取更高的流量和关

注度，视频制作者必须在内容上下功夫以博取用

户的眼球。大众媒介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天气预报类的无争议内容、戏曲等高级趣味内容

以及黄色笑话等低级趣味内容。其中，低级趣味

内容虽然备受媒介评论家的批评，但其在吸引人

眼球方面的能力要远比其他两种类型内容强，这

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短视频中总会出现色情、暴力

等低俗内容。在“三农”短视频中，因绝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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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村用户并不具备较高的媒介专业素养，这一

问题也就更为严重。例如：快手平台上名为“3 锅

儿”的创作者，其发布的“乡村维密秀”视频中，

5 个年轻的男子身着由芭蕉叶、仙人掌、孔雀毛等

道具自制的“服装”，在乡村小路上模仿模特的

走路姿势，凭借“恶搞”“杀马特”“土味”等

关键词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度，其中《复仇者联盟》

截止目前累计播放量已经达到了 1 075.1 万次，《乡

村维密秀》的播放量也达到 1 057.9 万次。在视频

火爆的背后，我们更应该关注和思考的是，此类

恶搞视频会给“农民用户形象”的塑造带来怎样

的影响。培养理论指出，媒介产生的效果是长期

的、潜移默化的，再加之算法对于其他信息的遮

蔽，久而久之“低俗、无知、愚昧的农村用户形

象”这一短视频媒介真实就会代替“勤劳、朴实、

积极学习新鲜事物的农村用户形象”的客观事实，

并深刻影响受众主观真实的形成，从而对农民、

农村产生负面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尼尔·波

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指出，在以文字为主要

媒介载体的时代向电视等以视频为主要媒介载体

的时代过渡过程中，视频直观呈现、理解难度低

的特性，使得媒介使用的“壁垒”逐渐消失，儿

童不再需要掌握特定的技能就能轻易地进入到成

年人的世界，成人与儿童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

导致“童年的消逝”。目前，短视频已经成为了

青少年主要的娱乐方式之一。青少年还不具备独

立成熟的判断力和鉴别力，恶俗搞笑的短视频极

易影响青少年正确的审美观和价值观的形成。眼

下，“当明星，做网红，挣大钱”成了一些年轻

人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未婚先育和未成年人当父

母也被他们认为是稀松平常的事情。笔者时常会

翻到青少年模仿主播拍摄“喊麦”和“蹦迪”的

短视频。暴力色情的歌词，奇奇怪怪的舞蹈姿势，

加之稚嫩的声音，喊着“老铁双击 666”，让我们

不得不正视短视频对青少年社会化带来的影响。

青少年社会化的过程本就是对“首属群体”行为

的学习和模仿的过程，这也是我们常说 “父母是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的缘由。短视频出现后，青

少年的社会化环境逐渐“媒介化”“短视频化”，

其模仿对象从父母、老师转变为短视频中的主播

和网红。当下，营造健康和谐的网络短视频环境

势在必行，这就需要平台一方面要加强对低俗恶

搞类视频的审核与监管，另一方面也要要求视频

创作者更多地上传积极向上、传递正能量的视频

内容，帮助青少年建立健康的价值观与道德观。

（二）同质化带来用户审美疲劳

内容同质化的现象虽然泛化在各个短视频领

域中，但在“三农”这一类型视频中更为突出。

一种类型的作品火起来之后，类似创作模式的短

视频便会扎堆出现，且其叙事方式相近、内容基

本相同，这势必导致市场扁平化和观众审美疲劳，

使得有关农业领域的视频逐渐失去流量，降低其

影响力和传播力。例如，名为“V 手工～耿”的

视频创作者，凭借其设计的“大力金刚拨浪鼓”“螺

母加特林机枪”、地震时也可以从容吃泡面的“应

急吃面神器”、可以防身的“菜刀型手机壳”等

作品瞬间吸粉无数。其作品精致的设计、制作与

产品的“无用性”“无厘头”形成强烈对比，引

发了全网手工制作、发明创造的一阵风潮。于是，

“叫我小李呀” “大酱有想法”“有想法的斌子”

等以手工领域创作者身份火起来的人越来越多，

“自动舔雪糕机”“自动脱鞋机”“自动挤洗手

液机”等搞笑作品层出不穷。此外，快手平台的

“吃播”也越加泛滥。“吃播”视频的封面都是

千篇一律的食物截图，配以“羊排”“脱骨猪蹄”

等食物介绍的字样，视频内容则套用已有的模板，

采用相同的背景音乐，食物均以“铁盆”“铁锅”

等夸张的大容量容器盛装，系列解说词也是“老

铁双击加个关注”之类，这些视频之间的区别也

就剩下吃东西的人和手里的食物了。借用霍克海

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的“文化工业”

的概念，这些像工厂生产流水线上产出的短视频

内容，尽管看上去都是很独特的样子，但本质上

却千篇一律，没有艺术风格可言，这将会使得人

们的审美陷入极端贫困的状态 [8]。

诚然，农村题材类短视频可选择的题材较少，

其更多的只能是围绕自己身边的农家生活和乡村

风景进行创作。在类似内容已经被受众所熟悉，

发掘更多的可拍摄内容就是当下视频拍摄者迫切

需要思考的问题。同时，“农家生活”类的“三农”

视频在提供给受众“体验感”“趣味”“娱乐”之余，

更应该引发观众对农村问题的发现和思考，诸如

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的归

置，环境污染和乡村教育等农村公共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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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视频才真正具有社会价值和审美内涵。

（三）分发不合理导致信息遮蔽

除去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三农”短视频

在分发方面也面临着“信息遮蔽”的困境。首先，

目前短视频平台算法机制一般分为基于协同过滤

的分发、基于人口数据的分发以及智能叠加推荐

三种形式。基于人口数据的分发是指短视频平台

在获取用户性别、年龄、收入、职业、地区等基

本信息后形成精准“用户画像”，从而推荐用户

可能喜欢的内容。例如，短视频平台依据用户注

册的数据，形成“高收入高学历居住于一线城市

的年轻男性”这一画像，其推荐“三农”相关短

视频的概率就很低。基于协同过滤的算法是指推

荐与用户点赞评论相类似的内容，如点赞了“恶搞”

视频算法，平台就会依托点赞指标推荐同类型的

娱乐视频。笔者在使用抖音 APP 期间并未接收到

有关“三农题材”的内容推荐，并且由于现有算

法机制的不完善和不成熟，短视频 APP 反复推荐

笔者点赞较多的“脱口秀”题材内容和一些热门

内容。在推荐之初，其会让用户感到欣喜，但长

时间观看同一类型的节目则容易造成审美上的严

重疲劳；同时，长时间只观看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会陷入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中所提到的信息

茧房 [9]。这种“信息茧房”也会对“三农”短视

频的分发造成信息遮蔽。在海量的内容中，智能

叠加推荐会倾向于推荐符合企业价值观并能够带

来较大经济利益的“爆款”内容，这就极易造成

短视频平台内容收视的“马太效应”，使得视频

收视两极分化严重、流量极度集中。这样，越是

火爆的视频推荐次数越多，而一些新用户拍摄的

优质内容则无人问津。

短视频在农村的广泛普及，可以说是国家政

策、平台规定、技术创新发展的合力结果。虽其

发展还没有达到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阶

段，但它给农村用户表达自我、发出声音提供了

良好的平台。通过这一平台，农民能够重新“联结”

这个快速发展的世界，并借此缩小城乡之间的文

化与经济的差距。值得注意的是，“三农”短视

频蓬勃发展的同时，其诸如内容低俗化、同质化

等短板和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为此，相应平台

在大力扶持“三农”类型短视频发展的同时，也

要做好内容的把关，加强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平

台除了在经济上进行补贴之外，还应该加强对短

视频创作者的培训和教育，提高其媒介素养和社

会责任感，使得“三农”短视频得到更好的发展，

使之具备更好的社会效果和更强的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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