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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研究

随着 5G 时代来临，政务服务也迎来 3.0

时代。作为政务短视频的一大内容分支，普

法短视频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出圈。普法

短视频不断多样化和立体化，各类网络普法

作品百花齐放、普法方式创新层出不穷，

“含法量”与“含趣量”兼具的普法爆款层

出不穷。如何利用短视频的创新形式与其所

带来的流量提推普法传播与社会治理效果，

值得思考与探索。

一、打破刻板宣传 “含法量”与“含

趣量”兼具

普法宣传的难点之一在于，法律条文的

专业性较强，部分法律术语较为晦涩难懂，

需要普法宣传者在专业性与普适性间做出判

断。短视频作品通过数字化、具象化的呈现

方式，可以有效地将晦涩难懂的法律条文通

过可视化的方式展现在公众面前，特别是通

过对典型案件进行场景重现，能帮助公众直

观感受、更好理解法律条文的实际应用场

景，增进公众对法律的认同。

《警界 41》 是杭州家喻户晓的一档法制

类电视栏目。“报道杭城警方动态，洞悉全

国大案要案”一直是 《警界 41》 栏目的宣传

口号。在还原案情的同时增加相关法制含

量，重在以案说情、以案普法，在杭州专题

类节目收视排名中名列前茅。随着小屏带来

的冲击，《警界41》 面临收视率下滑的窘境。

瞄准短视频风口，联合杭州公安，杭州电视

台将 《警界 41》 这一品牌栏目进行了小屏化

制作，搬上了“杭州公安”视频号。在传统

观念中，公安与民众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

离，要想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就必须选择

受众群体喜闻乐见的方式，对传统的宣传风

格进行大胆革新，同时掌握好公安严肃的形

象以及和娱乐相融合的方法，让严肃和娱乐

在传播平台达到新平衡。短视频版的 《警界

41》 在内容选择上主要包含了法律知识普

及、网络安全防范、防身技巧和公安日常工

作等，内容兼具实用性和趣味性，视频形式

多为原创类情景剧，采用固定演员、融汇互

联网热梗和热歌，通过微剧形式吸引并积累

长期粉丝，将法言法语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网

言网语，把枯燥的法律条文变得有滋有味。

生动有趣的短视频作品为基层群众送去听得

懂、学得会、用得上的法治大餐，也让越来

越多的人懂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

《警界 41》 还推出“杭警星主播”，用民

警主持的方式，一方面有利于提高视频的专

业性，增加公信力；另一方面拉近公安与受

众的距离，有利于提高知识类视频的传播效

果。

二、追随热点潮流 重视场域型互动

在互联网时代，普法宣传更加注重互动

性。社交媒体在普法宣传中发挥了巨大作

新媒体环境下新媒体环境下
普法短视频创新探索普法短视频创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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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利用微博、微信等平台分享有趣的法律

案例、法治小常识和互动投票，形成互动传

播。通过微信视频号、抖音、B 站等多个网

络平台定期发布普法视频，并设置“普法小

剧场”“快问快答”“街头采访”“普法小课

堂”和“公众号详细说法”等多种互动教学

宣传方式。

抖音帐号“海南警方”是海南省公安厅

官方认证帐号，发布的视频多次造梗。其

中，止罪普法系列视频中的 《警方“缉犯

犀”牌号子服》《警用哭泣止罪小黑管》

《“牢室来使·全新警队跑跑小飞车》等最

为出圈。不难发现，“海南警方”发布的视

频较常使用多场景视频素材拼接和颇具网感

的加工制作，也因此更容易得到抖音平台的

算法推荐，从而达到裂变式扩散。其创作的

短视频时常采用情景剧、 广告、MV 等原

创形式，使用时下流行的网络用语和病毒式

传播的音乐元素在短视频平台进行普法宣

传，最终实现“圈粉”目标。

在发布过程中，运用“@”和“#”功

能，让公安政务短视频获得了新媒体传播中

的指向型互动和场域型互动，有利于抓取更

大的数据流量。“海南警方”视频在互动层

面倾向于采用场域型互动，通过“#”功能

插入话题，为受众提供一个主题。这些话题

往往是短视频平台上用户都可以拍摄的总结

性内容，用户在创作时也可以“@”官方账

号进行双向互动，这也为警方提供了更多样

化的拍摄主题。

近年来兴起的直播更是将直播与普法有

机融合，依托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新媒体

平台开展直播普法，吸引受众进行“云互

动”，在线解答受众的法律疑问，将视听传

媒和法治宣传有机结合在一起，让大家足不

出户学习法律知识，实现普法宣传的有效覆

盖，提升宣传质效。新媒体互动式的普法宣

传不仅能解决受众的疑问，还能增进他们对

法律的理解和参与度。普法宣传从原来的单

项式输出向互动式交流递进。

三、形成流量密码 搭建普法新平台

坚持普法为民，提供“订单式”普法服

务，根据普法对象“关注什么、需要什么”

确定普法内容“讲什么内容、解决什么问

题”，以趣味性强、传播性快、覆盖面广的

新媒体普法模式，将法律知识送到群众手

头，送入群众心坎里。以短视频作为流量

“入口”集聚人气，搭建新媒体普法新平台。

平台呈现各类普法教学资源，可供群众自行

选择，在线提问、网络视频回看等功能均能

满足群众的法律知识需求。通过积极探索

“互联网+普法宣传”模式，部分地区优化

服务平台，集在线咨询、文书生成、业务办

理、学习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平台，成

为群众身边的 7×24 小时“随行法律顾问”。

围绕群众关心关注的法律问题，策划线上法

律知识有奖问答、网络投票等社会影响力

大、群众参与度高、互动效果好的线上普法

活动。当前的未成年人，也就是“00 后”

甚至“10 后”们，出生与成长在我国互联

网生机勃发的时代，是网络社会的“原住

民”。运用新媒体在网络上加强普法知识宣

传，坚持奏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帮助网

民树立法律意识，警示网民以案为鉴，深刻

吸取教学。普法功能与服务群众形影兼顾，

既打开助力群众学法的新窗口，又搭建起了

为民解忧的连心桥，让群众学法足不出户、

一点就通。

（作者单位：杭州电视台综合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