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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文明安全出行倡导文明安全出行

安全带 生命带！驾车出行别忘了“带”上安全！

66家企业带着1899个就业岗位现场揽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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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海明

文化产品供给同样需要“适老化”

今年以来，“中老年题材微短剧爆火”“中
老年题材微短剧盯上爸妈钱包”等话题接连引
起关注。微短剧在丰富中老年群体精神文化
生活的同时，的确出现了一些故意制造冲突、
情节夸张离谱、价值观念违背时代潮流的创作
现象，需要加以监管和引导。

从数据来看，中老年观众已成为微短剧主
流受众。《2024年中国微短剧行业研究报告》显
示，40岁至59岁的用户占比37.3%，60岁以上
用户占比12.1%。一些微短剧制作公司，将发
力点对准中老年题材。某微短剧头部公司的
编剧透露，中老年微短剧现在是公司一个独立
的产品线，未来近半数作品将在此产品线布
局。目前已有的中老年题材微短剧，往往围绕
中老年群体最为关注的子女、养老等话题展开
剧情，以满足受众情感交流和同龄社交的需

要，也注重发挥微短剧节奏紧凑、反转密集的
特色，增强观众黏性。

为什么是中老年？应该看到，中老年题材
微短剧之所以层出不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创
作者抓住了细分市场，瞄准了题材缺口。在当
下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多元选择中，网络文艺
的分量与日俱增。因其互联网属性，网络文艺
一直以来高度倚重年轻用户，在类型形式和题
材内容上围绕青年人的审美偏好和文化需求
下功夫做文章。微短剧也不例外，常常给人留
下年轻态、青春化的形象。然而，在过了与年
轻观众最初的蜜月期之后，由于制作上的同质
化、模式化，再加上大量免费资源带来的冲击，
年轻观众流失已成为微短剧行业不争的事实。

与之相异，中老年群体的观剧需求却有增
无减。一方面，“夕阳红”成为新增网民的重要

力量。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网民中60岁及以
上群体占到 20.8％。另一方面，相较于年轻
人，中老年观众在资源搜索上没有那么得心应
手，缺乏即时的文艺消费方式，而微短剧不论
是推荐方法、观看方式还是付费模式，都方便
快捷，适时满足了中老年观众需要。

中老年题材微短剧为吸引眼球而剑走偏
锋，在婚恋观、家庭观、伦理观上庸俗化低俗
化，甚至在付费模式上产生“歪风邪气”，这一
现象理应予以抵制，加强管理监督。但与此同
时，我们要看到，中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
有待满足，尤其是随着日常生活和业余消遣的
日渐网络化，网上精神生活“适老化”需要更多
关注。内容优质、打开方式快捷、能提供情感
共鸣和心灵慰藉的文艺产品，为中老年群体所
期盼，更多的扶持机制和创作力量也朝这一领

域倾斜。
硬件上，随着网络应用的加速普及和数字

技术适老化的不断完善，群体间数字鸿沟持续
弥合。今年8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
的报告显示，已有2700多家与老年人、残疾人
生活密切相关的网站和APP完成适老化及无
障碍改造。一些视频网站推出的银发剧场中，
包括“大字模式”在内的界面操作更符合“银发
族”的偏好和习惯，拉近了中老年观众与网络
视听的距离。

内容上，瞄准中老年观众的针对性题材创
作不断加强。今年5月，电视剧《老家伙》登陆
北京卫视、江苏卫视，收视率斐然，后续还有老
年家庭剧《老去的家》、讲述老警察故事的《三
叉戟2》等，为观众所期待。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指导开办的“重温经典”频道自今年2月开播以

来，广受欢迎，累计收视规模已超 6100 万户。
行业管理方也鼓励更多视听作品塑造善良慈
爱、智慧豁达、勇敢自立、老当益壮的中老年人
物形象，鼓励立足孝老爱亲、邻里互助、社会和
谐的主题，鼓励创作表现新时代中老年人老有
所为，为家庭文明、社会发展、国家进步贡献

“银发力量”的故事。
截至 2023 年底，全国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超2.16亿人，占总人口的15.4％。“老有所
乐”，乐的不仅是富足的物质生活，更是丰富的
精神世界。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将在丰富
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助力养老社会建设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这需要文艺工作者借力科技、
善用媒介，在提升文艺产品供给的数量质量
上，在实现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统一、文化价
值和市场价值结合上，不断做出新的探索。

大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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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街街道:打造服务型社区
解锁幸福生活“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