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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年，藏族小伙丁真在互联网上意外走红，不仅实现了自我身份的转变，还带动了家乡旅游业的发展。

本文运用传播学相关理论，对“丁真走红事件”进行个案分析，发现了网红经济视域下扶贫发展的新路

径：技术赋权下个体化叙事的崛起、晕轮效应下“稀缺美”的突围、流量时代的商业逻辑以及政府和官

媒的支持共同助推了这场网络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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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20, Ding Zhen, a Tibetan guy, unexpectedly became popular on the Internet. In this process, 
Ding Zhen not only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 identity, but also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his hometown. This article uses the relevant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to analyz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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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of Ding Zhen and discovers a new path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Internet celebrity economy: the rise of individualized narrative under technological em-
powerment,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scarce beauty on the Internet, the business logic of the traffic 
era, and the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 and official media have jointly promoted this online car-
n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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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丁真走红”事件的背景 

2020 年 11 月，藏族小伙丁真凭借短视频平台上的一条视频一夜爆红。视频中的丁真肤色黝黑、眼

神清澈，对着镜头微微一笑，就在互联网上获得了 270 万的点赞[1]。11 月 19 日，丁真开通微博账号“理

塘丁真”，粉丝量瞬间达到 135 万。11 月 25 日，丁真参与拍摄的四川省甘孜州旅游宣传片《丁真的世

界》在其微博账号发布，收获 38 万点赞……社交媒体的“光速造神”让丁真在短短一个多月内收割了一

波又一波流量，在微博输入搜索词“丁真”，与之相关的话题阅读量总计超 120 亿次，话题讨论量超 100
万条，超过 50 个话题冲上微博热搜。然而，不同于其他网红走红后签约 MCN 的路径，丁真与家乡所在

地的国资委下属国有公司——理塘文旅体投资有限公司签约，成为了理塘县旅游资源的代言人，帮助宣

传理塘县的风土人文，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助力理塘县打赢“脱贫攻坚战”。 
相较于其他网红，丁真的走红具有独特性。他不仅实现了自我身份的转变，还带动了家乡理塘县的

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基层政府为我们探索出了一条利用网红经济助力“脱贫攻坚”的新路径。 

2. 网红经济视域下的扶贫逻辑 

网红经济视域下，“丁真走红”事件受到了技术、文化、权力、社会心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从

传播学的视角进行分析，将其背后的扶贫逻辑归纳为以下四点。 
(一) 技术赋权：个体化叙事的崛起 
个体化叙事是相对于宏大主流叙事的叙事方式，强调具体人物的经历与情感体验。随着智能手机、

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的便捷接近权大大消弭了传者和受者的界限，短视频的出现更是降低

了用户内容生产的门槛，个体化叙事开始在网络空间崛起。 
丁真的视频以自己为叙事主角，在远离城市喧嚣的理塘，用汉语分享放牛、骑马的日常，分享雪山

和草原的壮美。这种“田园牧歌”似的生活，是日日奔波在城市里的人们体会不到的，承载着相当一部

分人对纯净文化环境浪漫的想象。通过观看丁真的视频，人们能最大限度地突破时空界限，融入丁真的

生活，感受自己梦想中的生活。由此看出，个体化叙事大大拉近了丁真与受众的距离，更容易使受众产

生情感共鸣。 
此外，短视频的出现不仅降低了用户进入的门槛，也赋予了用户接收多样化内容的权利。技术的赋

权使抖音等社交媒体能够依靠强大的算法，针对不同用户的兴趣进行个性化推荐，并根据后台的用户使

用数据捕捉具有热度的视频进行优先推送。这种平台与用户之间的双向互动使个体化叙事的内容能被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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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用户看见，不仅满足了传播主体的传播愿望，也让个体叙事实现了最大化的流量变现。 
(二) 晕轮效应：“稀缺美”的突围 
晕轮效应，又称光环效应，最早是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爱德华·桑戴克提出，指“人对事物的认知

和判断往往从局部出发，然后扩散而得出整体现象”。在晕轮效应下，一个人的优点会让别人联想到他

其他的优点。因此，外貌优越的人总是“自带光环”。 
从《1818 黄金眼》中因太帅而走红的小张，到央视“最美主播”王冰冰，再到“甜野男孩”丁真，

在如今这个可视化的传播时代，“高颜值”总是能优先获得受众青睐。而在看多了千篇一律的“模式化”

网红后，受众期待能在互联网上看到具有独特气质的网红，以此来满足他们对“稀缺美”的追求。在这

种情况下，丁真凭借着清澈的眼神，纯真的笑容，透着野性的气质，迅速征服了互联网世界对世俗审美

的疲劳，带来现象级流量。受晕轮效应的影响，受众给予丁真这一个体的偏爱，很快延伸到对质朴的藏

族人民、神秘古老的藏族文化和理塘县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的好奇和热爱。在理塘县政府与时差岛合

拍的旅游宣传片《丁真的世界》发布后，丁真微博的评论区充满了对其生活的向往与对理塘自然风光的

赞美。晕轮效应引发的连锁反应是“同质化审美”下“稀缺美”的一次突围，也是网红经济视域下流量

的成功运用。 
除了颜值上的突围，丁真的走红模式也满足了受众对“正能量网红”的需求，实现了“稀缺美”在

精神层面上的突围。不同于资本运作下的网红，丁真谢绝了一切选秀和综艺邀约，回学校补上义务教育，

签约入职国企，成为家乡理塘县的旅游形象大使。在一众过度包装的网红中，丁真的发展模式与娱乐产

业中对网红的暴力开发、匆忙变现形成鲜明对比，成为“娱乐至上”的社会大环境中的一股清流。 
(三) 流量至上：新媒体语境下的商业逻辑 
从“草根”到网红再到理塘县旅游大使，丁真的走红可以被看作是一次“创新”的扩散。在这一过

程中，丁真最开始的“出圈”视频是视频拍摄者的一次“创新”。拍摄者胡波在社交媒体上拥有一定的

粉丝基础和话语权，因此视频一经发布，就吸引了不少粉丝观看、转发，成为早期采纳者。之后，网络

大 V 们发挥意见领袖的功能，进一步转发视频，促进了“创新”的扩散。网友们在看多了美女帅哥的网

红之后，被眼前这位纯真、质朴的男生的微笑治愈，毫不吝啬地围绕他展开了讨论，不断创造话题，以

此加速了“创新的扩散”。在丁真接受媒体采访表达“最想去拉萨”后，@中国西藏旅游和@四川文旅

开始了“抢人大战”。西藏文旅借题发挥，发布了一条配有布达拉宫照片的微博@丁真：我们在西藏等

你。四川文旅也不甘示弱，连夜赶往丁真家乡理塘，让其写下“家在四川”，并借此连发数条微博宣誓

“主权”。随后，全国各地的地方媒体与文旅部门的官方微博陆续赶来凑热闹，纷纷邀请丁真到自己的

家乡，引发网络狂欢，丁真的热度随之达到扩散过程的最高点。同时，四川省甘孜州抓住机会，推出名

为《丁真的世界》的旅游宣传片，向全国人民介绍理塘的旅游资源。将网友对丁真的关注，成功引流到

了当地的旅游、脱贫上来。 
丁真作为网红文化中的一个符号，最开始被赋予的是一种天然质朴的稀缺审美的意义。在签约成为

理塘县旅游大使后，他成为理塘县人文景观中的一个符号元素。在四川甘孜旅游宣传片《丁真的世界》

中，丁真与草原、格聂神山、小河等视觉符号融为一体，使得他不再是互联网上的单一“网红”，成为

了家乡的一张名片，这张名片可以给丁真带来更多关注，也能给理塘带来流量。在网络传播信息的裂变

过程中，丁真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影响力越来越大，其作为“理塘县旅游大使”的形象也一次次被强化。 
(四) 政媒联动：官方支持下的“顶流” 

1972 年，美国学者麦库姆斯和肖在《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中提出“议程设置”理论。议程设

置的第一个层次便是设置议题：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

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显著性的方式，影响者公众关注的焦点和对社会环境的认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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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说丁真因为短视频走红纯粹是因为颜值和运气，那么让他在大范围内被大众认识和讨论的，更多是因

为政府和官媒的加持。公众议程影响到媒体议程，又进而影响到政府议程，形成了一种舆论场的共振。 
丁真走红后，当地媒体和政府的响应十分迅速。理塘县政府迅速介入丁真的话题中，让丁真进入县

政府工作，成为理塘形象大使；甘孜州立刻发布旅游优惠政策：“甘孜 67 个 A 级景区门票 2020 年 11
月 15 日~2021 年 2 月 1 日限期全免”，“门票全免、酒店半价、机票打折”“不限年龄、不限人群、面

向全国所有游客”等政策，持续助攻旅游宣传；各省市的旅游官方微博纷纷加入到议程中来，开启全国

文旅“抢”丁真大战，为自己的旅游业做宣传，为丁真的话题造势。难能可贵的是，基层政府部门第一

时间对丁真的走红进行了正向的引导，除了帮助丁真把关外部合作外，还安排专人给丁真上课学普通话，

为丁真拍摄相关学习的视频等，并将这些“正向宣传”发布在社交媒体上。这一系列行动，一方面保护

和引导了丁真，避免他走上“靠颜值赚快钱”的捷径[2]；另一方面，也借力丁真的流量，对当地旅游宣

传进行了一次成功再造。 

丁真的走红也引起了《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等央媒的关注。11 月 28 日，《新闻联播》

主播海霞在“主播说联播”栏目中表示“丁真背后的美值得更多流量”；11 月 30 日，《人民日报》发

表评论员文章，提醒大家“珍视‘丁真们’的纯真”,“让丁真成为顶级流量的是他对家乡、对生活的热

爱，让人们感受到逆境中成长的自强不息力量”；11 月 29 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在境外社交媒

体推特上连发三条动态宣传丁真，配文“一张灿烂、阳光、天真的微笑照片在网上走红后，丁真最近成

为了社交媒体上的明星”，进一步扩大了丁真的影响力[3]。在这一过程中，官方政府与媒体相互配合，

线上线下联动传播，形成了共创、共享的对话机制。最终，大众、媒体、政府三方进入到同一频率，形

成一种联动和共振，一步步让丁真成为了真正的“顶流”。 

3. 对于扶贫路径的启示 

(一) 主动出击，持续助推舆论高涨 
信息化时代，速度永远是攫取流量的不二法门。丁真的走红虽然充满了“意外”“巧合”因素，但

四川甘孜文旅和本地主流媒体对社会热点的快速把握和持续关注也起到了不容置疑的推动和引导作用，

从丁真开始在网络上崭露头角，到媒体线上采访丁真、官方发布丁真视角宣传片等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当大众误以为丁真在西藏时，@四川日报、@四川观察等本地媒体又再次主动出击，与各地官方媒体、

政务官博互动，强势拉回舆论对四川的关注，持续助推舆论高涨。 
(二) 把握时机，扩大舆论影响力 
在丁真走红后，理塘第一时间联系到了丁真并签约旅游大使，并通过后面一系列宣传，让“理塘”

这个小县城走进了人们的视野里。理塘政府对互联网敏锐的嗅觉，使其把握住了互联网巨大流量带来的

机遇，帮助理塘走上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之路。 
(三) 立足踏实落脚努力，积聚实力等待契机 
丁真巨大宣传效应的背后，折射出理塘县明晰的运营思路与持之以恒的创新努力。理塘 92 年的“背

包书记”，持续不断地给大 v 寄送家乡的特产，花大钱办赛马节，办康巴汉子大赛。丁真红了之后，当

地的旅游优惠政策，也火速到位。在采访中，理塘的旅投总经理杜冬说∶“小县城能红一次，不容易的。

我们不希望丁真只是昙花一现。”理塘能火，看似偶然，实则必然，根本上还是依靠基层工作人员长期

默默地努力奋斗。 

4. 结语 

丁真的走红开创了当代“网红”的正能量注脚。从李子柒运用优质内容“讲好中国故事”，到丁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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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网络流量帮助家乡走出贫困，网红不再只是网络亚文化中的符号，而是社交媒体时代一股可以被积

极利用的宣传力量。他们在走红后没有被过度消费，而是抓住了社交媒体时代赋予他们的独特机遇，借

助网红文化和网红经济，让祖国边陲小镇获得更多的曝光机会，从而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这为各级政

府和媒体进行旅游宣传、城市传播提供了新思路：充分肯定这些网红的价值，主动与他们合作，为他们

提供发展平台的同时传播主流价值观，发掘出一条网红文化发展的新路径，达到双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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