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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血剧情的情感共鸣让人上头狗血剧情的情感共鸣让人上头

林涵外婆最近正在看的“老年霸总”
短剧，讲述了作为集团总裁的50岁男主
角与45岁女主角闪婚后的爱情故事。林
涵觉得这部剧的剧情“很无脑”，看了不
到一集就选择退出播放，但外婆却认认
真真追完了整部剧。

杨华是某一线城市大学的一名老
师，今年刚退休。近段时间，她也迷上了
这部短剧。“女主角年轻时没能穿上婚
纱，人到中年再次踏入婚姻殿堂时穿上
了。我也有相似的遗憾，这份遗憾在剧
中得到了满足。”

林涵也注意到，相较于以前流行的
青春校园、偶像恋爱等题材，现在的短剧
的确有了更多“适老化”的题材。一集大
概3分钟，但剧情非常拖沓，大多有七八
十集，有很多反转。这些剧情大多只是
遵循一些诸如“婆媳矛盾”“儿女不孝”

“失散认亲”“老年霸总相亲”等重生、反
转的“烂套路”，但这却正对了外婆的胃
口，从早上起床甚至躺床上就拿起手机
开始刷短剧。

“外婆年纪大了，对于社交软件上的
关注、收藏等功能并不是很熟练，她可能
无意间点了一部短剧，此后就经常收到
各种短剧的推送。”林涵觉得，外婆的社
交软件像是被短剧“围猎”了，而外婆也
心甘情愿地沉迷在“换汤不换药”的短剧
中，坐着、躺着都要拿起手机看，一看就
是连续好几个小时不休息。

方灿介绍，父亲原本只在一个短视
频平台上看短剧，这个平台会推荐不同
的短剧，看了几集后，就会跳出一些短剧
平台的链接，然后让父亲下载或是转到
另一个社交平台的小程序上看。如今，
父亲的手机上布满了各种软件。

短剧小程序套路多短剧小程序套路多 老人容易受骗充值老人容易受骗充值

短剧提升曝光量的关键在于投流，而
投流能提升付费率的核心则在“钩子”，也
就是剧情剪辑出的短视频投放素材。

林涵发现，外婆看短剧都是先被这
种视频吸引，想要看下去就要付费，不知
不觉就看完10多部付费短剧，支出也由
一开始的1元、3元变成19.9元、39.9元不
等。“我发现的时候外婆已经花了2000多
元了，因为她账户里没有多少钱，加上我
发现得早，才没有更大的损失。”

方灿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父亲刷短剧刷爆了他的银行卡。”

方灿回忆道，一开始，她以为父亲顶多花
几十元看短剧，直到有一次父亲说自己
的银行账户里没钱了，方灿这才去查看
父亲的消费记录，密密麻麻全是短剧充
值记录，几乎每笔都是 39.9 元。她赶紧
往下翻，发现父亲从去年年初开始充值，
最多一个月花了3500多元，一年半内充
值累计达3.9万余元。

父亲看到账单后同样不敢相信，自
己日常的小额支出竟然累加到了数万
元。“他告诉我，自己平时一集一集充值
解锁，后来程序上给他推了一次解锁全
集、一次解锁全站短剧1天等充值选项，
宣称这样更优惠，他听信后就一次性充
值了。”方灿介绍，后来，当父亲浏览其他
程序时，也会“如法炮制”地按照推荐选
择相应数额的充值服务，“他说自己就是
不断地解锁新剧情，因为实在太想看后
面的反转了，欲罢不能，而且觉得每次真

没花多少钱”。
部分商家“精准收割”的乱象也由此

浮现。
方灿注意到，一些短剧以低价吸引

用户付款，在对方支付时默认勾选续费
选项，使用户在观看时自动续费，且后续
剧集均以原价扣费；或者设置多种付费
选项，混淆单集、全剧、平台的概念，“对
于一些老人来说，根本无法清晰计算自
己追剧所花费的金额”。

记者点开某短视频平台搜索“短
剧”，便有分属于不同短剧小程序的短剧
弹出。记者随机点开几部短剧发现，若
要观看全集，则需要转跳到短剧所属的
平台小程序中。看完几集后，便会弹出

“充值解锁剧情”的提醒。
记者浏览多个短剧小程序发现，要

充值解锁剧情，必须先购买不同平台相
对应的虚拟货币，再使用虚拟货币兑换
相应的集数或会员。然而，不少虚拟货
币标明“因政策限制，充值仅限固定金
额”，因此只能按照指定的数额购买，并
不能自定义充值的数额，而往往兑换单
集短剧或包月、包年会员所需的虚拟货
币数又与充值指定的数额不对等。这样
下来，用户用于购买虚拟货币的数额，总
会大于实际购买短剧集数或会员需要的
数额。

发现外婆花了不少钱看短剧后，林
涵曾试图捋清这些小程序的充值规则以
便向外婆解释，但她发现不同小程序有
不同的定价和充值规则。

“这些小程序会推出各种充值会员
活动，不同小程序的规则、价格都是不一
样的。很多平台也会有整剧购买、单集
购买的选项，但怎么整剧购买算优惠价，
单集购买一集是多少钱，这些都很难搞
清楚，甚至同一平台不同短剧收费都有
差异。”林涵说，这些复杂的计算规则在
她的仔细研究之下都难以捋清楚，更不
用说老年人了。

方灿在给父亲梳理账单时也发现，
父亲同样被这样的规则“蒙在鼓里”。

“有很多短剧可能是他无意间买了
全集的，不少都没有看完。”方灿发现，父
亲曾经购买过某观看平台的“永久会
员”，但当方灿查找该小程序时，却发现
该小程序已经注销。父亲不懂其中的规
则，什么选项让他方便继续长时间看下
去，他就充钱，他认为一次花得也不多，

结果越充越多。
来自广东的黄先生曾从事短剧投流

工作，他告诉记者，短剧程序的充值面板
一般是分档位的。如果一个账户曾经有
过充值，且充值的金额较大，那么就会被
打上优质用户的标签，在这以后刷到的
短剧就都会是相对高价的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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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的剧集已经观看了。”在与相
关平台及小程序的客服沟通退款时，方
灿多半会得到这样的答复。

“人家说得也没错，的确是看了。回
复的是其中几个充值数额比较大的平
台。”方灿告诉记者，由于父亲所充值的
短剧平台有上百个，且不少支出数额只
有几百元甚至几十元，“连和平台沟通都
难”。

记者注意到，在各个平台的充值页
面，均标明“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应在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监护、指导、同意的情
况下进行相关操作”，而对于老年群体则
无相关规定。

“这也是客服不退款的原因，我父亲
确实是成年人，每一笔钱也是他自己付
出去的。”方灿说。

为了不让父亲再继续沉迷和充值，
方灿只能手动删除父亲手机上添加的上
百个小程序，但删的速度跟不上他添加
的速度。林涵同样面临这样的难题。“账
户没钱了没办法充值，但是短剧还是戒
不掉。”林涵说，与外婆同龄的好友也会
在群聊里转发各种各样的短剧节选，一
不小心就又会点入短剧小程序里观看。

无奈之下，林涵和方灿都选择将老
人的手机设置成青少年模式，以限制消
费额度。

“青少年模式确实能够禁用一些小
程序，但我爸毕竟是个成年人，有些手机
功能还是要用的。”方灿觉得，用青少年
模式来帮父亲戒掉短剧只是权宜之计，
希望平台能够有更适合老人的防沉迷系
统和支付模式。

不过，在采访中，不少从业者和受访
群众也表示，中老年短剧本身是值得肯
定的内容形态，不能因为少数剧质量低、
价格机制尚待完善，就抹杀了整个行
业。老年人在合理的范围内花些钱，能
够怡情，未尝不可，但要适度。

本报综合消息

“父亲刷短剧刷爆了他的银行卡”
短剧之风，卷至银发赛道。中老年题材的爆火，

转变了短剧行业的业内观念：小鲜肉变成“老霸总”，

同样能成为“流量密码”。

这正对了广东人林涵85岁外婆的“胃口”，老人

对短剧中的离谱剧情乐此不疲，愿意每天花几个小

时观看。江苏人方灿65岁的父亲也是个“短剧迷”，

每天在沙发上随意一躺，就能连续刷上几个小时，他

同时在看5部短剧，手机上有上百个短剧小程序。

刷短剧不仅“劳神”还“伤财”。林涵外婆之前对

网络支付一窍不通，却为短剧“添加银行卡”充值，刷

光了账户里的2000多元；方灿父亲则通过短剧小程

序累计充值近4万元。子女们想把钱讨回，可系统显

示“已经观看”或“系成年人付款”并拒绝退款。为了

戒断家里老人的短剧瘾，他们无奈给老人的社交软

件用上了青少年模式。

受访专家指出，部分小程序短剧“打一枪换一个

地方”，令不少消费者尤其是互联网知识不健全、网

络消费辨识能力弱的老年群体深陷其中，在“9.9元

买不了吃亏”的洗脑式营销中，最终花费了若干个

9.9元。

年轻人爱上迷你小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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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绝大多数用户对于家电产品的追求都

是“大而全”，在性价比面前同样的价格，往往会选
择容量更大的那个。但随着现在年轻人的花样解
锁方式，一些迷你洗衣机、迷你空调、迷你冰箱等
小家电迅速引起注意。

迷你洗衣机迷你洗衣机、、早餐机……早餐机…… 小家电成年轻人新宠小家电成年轻人新宠

起初，迷你家电主要集中在厨房领域，如豆浆
机、破壁机等。随着技术进步，迷你家电的触角已
延伸至传统白色家电，包括迷你洗衣机、空调和冰
箱等。有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4kg的迷你洗
衣机零售量同比增长14.7%。

“因为我现在还在租房，房间面积和不确定的生
活不允许我购入大型家电，在这种情况下，各类小家
电对我的生活帮助很大。”目前，在西安城南电视塔附
近上班的“95后”刘煜鹏告诉记者，他的出租屋内摆
满了各类小家电，不仅体积轻便，价格也能负担得起。

记者搜索“小家电”发现，同类好物推荐的帖子
有2973万篇，点击率较高的几篇帖子中基本上都打
着“百元实用小家电”“提升幸福感好物”“年轻人必
不可少的小玩意”等标题，其中出镜率最高的几款
家具为冰箱、早餐机、咖啡机、一人食小饭锅等。

“我家有一个小制冰机，每天回家最开心的就
是用冰块配上一口啤酒，感觉能扫除我一身的‘班
味’。”在唐延路附近上班的“90后”杨昊表示，他的
公寓里摆满了各类小家电，比如每天必不可少的
早餐机、胶囊咖啡机，还有时不时就会使用的制冰
机、投影仪等，这些小家电不仅提升了生活质量，
还成为他社交生活中的一部分。

小型家电销售统计中小型家电销售统计中 国产品牌占比超七成国产品牌占比超七成

如今，小家电的玩法越来越多样。同时，小家
电的社交属性日益增强，因其美观、实用且性价比
高，成为年轻人送礼的首选。“现在我的同事搬新
家或者过生日我都会在网上选上一款好看的、实
用性比较高的小家电作为礼物。相较以前费力选
一个好看的蛋糕或花束，小家电的性价比更高一
些，而且当以后朋友用到这个家电的时候还会想
到我。”刘煜鹏说。

在“什么值得买”站内数据显示，今年“双11”
期间，国产品牌在厨房小家电品类中仍然占据领
先位置，商品交易总额前三名品牌依次为美的、苏
泊尔和九阳，而在单品销售额前十名排名中，国产
品牌占比更是超过七成。

包括海尔、美的、西门子、松下这些传统家电
豪强企业或早或晚也都已杀入迷你白电赛道，还
有不少玩家跨界而来，比如追觅，在今年年初就推
出首款迷你洗烘一体机。此前有着“扫地茅”之称
的石头科技，在近两年同样发布了多款迷你洗衣
机产品。

美的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美的在“迷你”
小家电方面的布局非常丰富，产品包括电饭煲、电
水壶、电压力锅、空气炸锅、电煮锅等。小米旗下
的米家厨电也推出了各类“迷你”小家电产品。值
得一提的是，除单身的年轻人外，米家厨电认为，
很多独居老人也是“迷你”小家电的消费者。

标品化程度低标品化程度低 质量及售后问题凸显质量及售后问题凸显

日前，中国消费者协会披露了2023全国消协
组织受理投诉情况表，家用电子电器类以158107
件的数量占比11.9%，位居2023商品大类投诉表榜
首。其中，小家电产品因举证难、鉴定难、维权成
本高等原因，投诉问题尤为突出。

记者在淘宝平台看到，除了好评，也有网友购
买后评论：“图片上写的尺寸是冰箱的外包装盒
子，不是冰箱的实际尺寸。”“说好的7天无理由退
货，但没有续费险，冰箱一共两百多运费就要一百
二十块。”此外，在物流和售后的服务上都有消费
者进行反馈差评。

不仅如此，商家常以包装已拆、封膜破损、已
开机使用等理由设置退货退款门槛。且当小家电
出现问题后，往往很难找到统一的零配件，导致消
费者无法维修。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小家电产品准入门槛不
高，更新换代频繁，且牵扯到品牌、渠道、行业和专
业知识较多，使得厂家规模小数量多，相应的售后
维修站点稀少，小家电产品一旦出问题，一般都源
于核心部件，其价格往往是小家电零部件中最高
的，因此维修费用居高不下。 本报综合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