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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饭圈“打工”挺不容易
自从由一部电视剧喜欢上了一

位明星，李孟（化名）逐步走入“饭
圈”。但没想到，一开始，她就遇到
了门槛。“进入粉丝群都需要审核。”

进群的首要条件，她得是这个
明星的“唯粉”，也就是只能喜欢这
一个人，表现就是其微博主页里不
能发其他明星动态，也不能关注其
他明星，尤其是与其偶像有“利益”
冲突，如有过“番位之争”的明星。

记者梳理了多个明星粉丝群的
条件，发现入群基本都有门槛。微
博发过多少关于该明星的动态、明
星超话等级等，都是最基本的硬性
要求，还有不少粉丝群要求证明为

“明星花过钱”，包括买过其个人作

品、集资买应援物等，最低钱数标准
从上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通过不断转发偶像动态，在其
超话话题下签到、发各种原创帖、与
其他粉丝互动等方式，用了一个月
的时间，李孟终于加入了一个粉丝
群。而随着了解的深入，李孟发现，
在这个明星的“饭圈”里，有多个专
业化的组织，除了官方主导的后援
会，还有好多由粉丝团体运营的“站
子”，这些“站子”可以由个人成立，
也可以随时关闭，其主导者被称为

“站姐”或“粉头”，通常不受官方控
制。“一般做得好的、影响力大的‘站
子’，会得到各种‘福利’，例如能与
明星经纪团队或者工作室搭上联
系，拿到一手的明星行程、物料，或
者见面会、商务现场的入场券，也能
预订前排最好的位置。”

而“饭圈”内部的运营，都像是
层级严密的“公司”一般，其中往往
有着明确的分工。在一些明星“站
子”的招聘信息下，“站子”内会分为
文案组、美工组、数据组、控评组、反
黑组、超话组等不同的工作小组，进
入其中一些小组还需要发送简历、
作品，甚至还需一段时间的实习。

而想要成为这些小组更高层级
的管理者，则有更高的要求。例如，
某明星“站子”数据组的招聘中，负
责人、“皮下”（小组的管理团队成
员）、群管三个不同等级的职位要求
不一，想要成为负责人，除了其超话
等级要求更高之外，近期为该明星
的花费需为“皮下”的3倍。

李孟选择进入了相对较为简单
的数据组和控评组。从进入数据组
开始，李孟每天就需要花大量时间

“做任务”。例如该明星上了某个节
目、发了某条微博，数据组的管理者
会第一时间组织大家去“转评赞”。
为了提高“做数据”的效率，根据群
里的“教程”，李孟还养了几个“小
号”，会随时切号。

完成任务之后，还要在相关群
组内打卡。李孟说，为了激励大家

“做数据”，每天一进群，管理员还会
用各种话术洗脑，“你不努力，哥哥
怎么才能有更多曝光？”“连一点时
间都不愿意多投入，你有什么资格
当粉丝？”……追星本来应该是一件
轻松快乐的事儿，但进入群组之后，
像是又打了一份工。不仅得花时
间、花精力，还要被人管理。这样的
追星方式，让李孟感到疲惫。

乱象：“粉头”不仅“为爱发电”
事实上，在“饭圈”中，做数据、

控评、反黑等，都是只需粉丝花费时
间精力的“基础操作”，“为爱发电”
之外，花费真金白银为偶像“氪金”
的背后，还隐藏有更深的利益链条。

一位行业内人士表示，“饭圈”
运营背后遵循的是“流量经济”的逻
辑，一切行为活动都是为了提高偶
像的曝光量，增加其热度，这直接决
定了明星的商业价值。而在一些

“饭圈”内部，“粉头”帮助明星火起
来后，其自身的“价值”也会提高。

“一些做得好的‘站子’的‘站
姐’或‘粉头’，还会拥有大批追随自
己的粉丝，这些粉丝被称作‘腿
毛’。”一位追星多年的粉丝告诉记
者，而这些“粉头”前期建立自己地
位的一种重要方式，就是疯狂“氪
金”，“在我喜欢的明星的一场见面

会上，一位‘站姐’一次性花二十多
万，买了各种奢侈品礼物，贴着自己
站子的专属标签，摆放在见面会最
显眼的位置，自那以后，这位‘站姐’
就一战成名了，吸引了不少粉丝。”

而当“粉头”拥有了绝对的影响
力和大批追随者之后，其发起的各
种活动通常会“一呼百应”，所以想
要通过某些途径获利，就会变得很
容易。以各种名目集资，就是最常
见的方式。这位粉丝说，集资的名
目五花八门，例如为偶像买应援礼
物，支持其专辑、杂志，为其投大屏、
海报墙，开团买各种周边物料等。
而集资的“拍板权”和“定价权”通常
是掌握在少数“粉头”手上。

而集资完成之后，后期具体买
了什么东西，或者钱是怎么花的，群
内通常只会反馈一个明细表格。账
目的真实情况，只有“粉头”和几个
管理者知道。普通粉丝一般不会见
到正规发票，甚至连张收据都看不
到，很难从账目上挑出什么问题。

记者搜索发现，利用饭圈集资
赚钱跑路、触犯法律的案例多次出
现。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某地法
院，曾经审结过一起饭圈“粉头”卷
走 153万余元集资款的纠纷案件，
被告将后援会拟用于歌手首张专辑
发行的筹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仅归
还13.5万元后便与母亲销声匿迹。
最终，一审法院判决，被告须返还
140余万元及利息。

建议：正视需求精准施策
近年来，国家多部门已经陆续

出台了多项治理“饭圈”乱象的举
措。2021年 8月，中央网信办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
的通知》，提出取消明星艺人榜单、
优化调整排行规则、严管明星经纪
公司等十项措施。

在整治之下，如今极端的“饭
圈”行为有所遏制，但非理性的追星
现象难以完全禁止。中央文化和旅
游管理干部学院研究员孙佳山表
示，“我们一定要杜绝简单粗暴地将
‘饭圈’视为贬义词，那意味着否定
非常复杂的文化经验和代际经验。
治理‘饭圈’乱象，也并不是通过简
单的外在‘围堵’‘取缔’‘封禁’就能
一劳永逸地解决的问题。而应该充
分了解以‘饭圈’为表征的新的明星
文化、明星制度所产生的根源和动
因，从而精准施策、积极引导。”

孙佳山说：“目前，‘饭圈’群体
多为独生子女，缺乏陪伴式成长，这
在客观上导致他们在网络中不断聚
集、抱团取暖，这也直接催生了明星
文化、明星制度的迭代，让新一代青
少年有机会直接参与到流量明星形
象的商业运营中，由于相关法律法
规滞后，各类网络平台长期得不到
有效监管，资本影响舆情及青少年
文化的趋势便愈演愈烈。”

孙佳山建议，管理部门要了解
“饭圈”群体的情感结构、文化经验
和自我认知的结构性变化，避免管
理手段、方法的滞后和狭隘。“一方
面，应该发挥法律法规的监督、规范
作用，从乱象所涉及的全产业利益
链条的各个环节入手，实现市场经
营秩序的监督和规范，引导建立起
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另一方
面，引导青少年端正追星心态，追求
精神独立，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入职仅一个月就收获
一面锦旗

王光平天生视力二级残疾，裸
眼视力只有0.02。22岁那年父亲病
逝，此后他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
虽苦，但他没有被击垮。在芜湖市
盲人学校认真学习，比同学提前毕
业，工作后不断拜师学艺，掌握了针
灸、推拿、正骨等多种中医技能。

2023年10月，王光平经朋友推
荐，来到春和残疾人之家担任康复
理疗师一职，为有需求的残疾人提
供康复理疗服务。春和残疾人之家
占地面积不大，但基本能满足辖区

残疾人的康复、社交、学习、就业等
需求。王光平工作的康复理疗室在
春和残疾人之家二楼，因公益属性，
仅为辖区内残疾人服务。

81岁的赵奶奶是王光平第一批
服务对象。赵奶奶有严重的腰椎间
盘突出，做手术后仍疼痛不能走路，
需要坐轮椅出行。病痛的折磨，加
上老伴的去世，赵奶奶不堪重负，整
天在家里流泪。社区工作人员了解
到赵奶奶的情况后，推荐她到春和
残疾人之家接受理疗。

王光平的人生经历，使他坚强、
乐观、开朗。他了解到赵奶奶的情
况后，理疗时总与赵奶奶聊天，把自
己的经历讲给她听，劝她心情不好
的时候看看天空，种种花草，把不开

心的事忘掉。“王老师经常跟我谈
心，其他人也劝我。自从到残疾人
之家，我有一年多没流泪了，现在精
神好多了。”赵奶奶说。

56岁的杜阿姨也被王光平的暖
心言行治愈了。因做手术留下的后
遗症，杜阿姨左半边瘫痪。此外，她
还有抑郁症。王光平学过心理咨询
知识，理疗时会同步帮杜阿姨进行心
理疏导。杜阿姨的话很少，大部分时
候都是王光平在说。“我们最宝贵的
房子是心房，你愿意让坏东西住进
去？她说我不愿意。”王光平回忆道。

精心的治疗和耐心的疏导，王
光平赢得了服务对象的认可。入职
仅一个月，王光平就收到了赵奶奶和
杜阿姨送的锦旗。一年多来，他们更

是处成了好朋友。平时，赵奶奶会喊
王光平到家里吃饭，过年时，赵奶奶、
杜阿姨和王光平约着一起聚餐。

会唱歌、魔术表演，他
还兼职当婚宴主持人

王光平住在桥北，到春和残疾
人之家要 2个小时，往返要 4个小
时。通勤时间这么长，为什么不在
家附近工作？王光平笑着说：“这里
每周只要工作三个上午，其他时间
自由安排，能兼顾到我的兼职。”

原来，王光平还有另一份工作
——婚宴、生日宴上的主持人和表
演者。赵奶奶和杜阿姨也知道王光
平的这份兼职，赵奶奶说：“他多才

多艺，歌唱得好，魔术表演得好，还
会京剧变脸。”说着，赵奶奶还展示
了手机里收藏的王光平表演京剧变
脸的视频。

王光平说：“我从小就很喜欢艺
术，所以花时间自学了表演和主
持。2012年，误打误撞进入主持行
业。现在，周六周日休息的时候忙
主持，平时就做中医。”对于王光平
而言，健康快乐是人生中最重要的
事。当康复理疗师，能帮助他人恢
复健康，当婚宴、生日宴上的主持
人、表演者，能给大家带来快乐。

王光平很满足于当下的生活，
并在想如何尽自己的一份力帮助其
他人。这段时间，他忙着申请遗体
捐献。之前，他得知理疗服务对象
李彤彤和她爱人申请了遗体捐献，
很受触动。“上中专时听老师说过遗
体捐献，我一直也有这样的想法。
来春和残疾人之家后，了解到好几
位残疾人申请了遗体捐献，就做了
这个决定。”

服务对象影响了王光平，王光
平更是给服务对象带来巨大变化。
经过王光平一年多的理疗，赵奶奶
和杜阿姨的身体好了很多。赵奶奶
说她现在不需要借助轮椅，出门都
是拄着拐杖。“我孙女才10岁，我要
活到90多岁，把孙女带大。”“活到
90岁，给我发红包。”王光平开玩笑
说，赵奶奶笑着回答：“必须的。”

康复理疗室面积不大，摆放了
两张床、一张桌子和几个凳子，看起
来有点简陋，但王光平与服务对象
之间的情谊，令这个康复理疗室温
馨得像家一样。

入圈有门槛、内部分层级、运作藏猫腻

非理性追星，“饭圈”江湖大揭秘
打榜刷量控评、氪金集资应

援、互撕谩骂引战、围堵机场、私
生追踪……如今，“饭圈”由最初
单纯地集结粉丝、分享资讯、交
流追星经验的圈层，逐步演变成
充斥着数据造假、网络暴力、非
理性消费的混乱场域。当下，
“饭圈化”的趋势不仅限于文娱
行业，也逐渐向体育等领域蔓
延。

“饭圈”内部到底是如何运
作的？为何乱象屡禁不止、治理
困难？其中暗藏着怎样的利益
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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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了魔术、做得了理疗、干得了主持
49岁社区康复理疗师的斜杠人生

出生时遗传了母亲的二级
视力残疾，22岁那年父亲病逝，
但49岁的王光平常说：“人生不
如意十之八九，与其诅咒黑暗，
不如在生命中点燃一盏明灯，照
亮自己的人生之路，也为他人送
去温暖。”

每周一、周三和周四的上
午，他是南京景明佳园社区春和
残疾人之家的康复理疗师，帮助
被疾病困扰的残疾人缓解病
痛。而到了节假日，他是婚宴、
生日宴上的主持人、表演者，用
精彩的表演向观众传递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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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平帮杜阿姨理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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