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颗粽子 100元？走，瞅一眼！”6月 21

日，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

称“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在短视频平台的官方账

号更新了。临近端午，当期的视频选择在有成都

市“粽子一条街”之称的马鞍东路拍摄。

这是名为“成都市场监管”的账号的第 443

个“作品”。发布不到两天，视频播放量超过 2000

万次，点赞量近 25万次。

“数据还不错，有些评论内容值得跟进互

动。”在与同事一起复盘视频数据时，景赢淡定地

分析道。他是@成都市场监管众多短视频中的

出镜者，相比于真名，账号中的 300 余万名粉丝

对他有个更亲切的称呼——“督哥”。

面对千万级的播放量，“督哥”的淡定是有底

气的。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的账号页面里，点赞量

超过 20万次的视频很常见。由景赢和同事们共

同策划的一系列以“探店式执法”为主题的短视

频，全网累计播放量已超过 10亿次。

每次探店前，景赢习惯对着镜头说一句“瞅

一眼”。“瞅”了近两年时间，@成都市场监管火出

了圈，向来显得神秘与专业的市场监督执法流程

也成了被许多网友催更的“连续剧”。

你来点，我来查

景赢加入@成都市场监管账号运营团队，是

在 2020 年。那时候，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出身

的他刚到成都市市场监管局新闻宣传和公共联

络处工作不久。

据景赢回忆，当时，注册一年多的@成都市

场监管大约有 8万名粉丝，发布内容多为对热门

视频的二次创作和常规普法宣传。在海量政务

新媒体账号中，“处于一种‘不热不冷’的状态”。

翻阅账号主页能发现，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前

期发布的视频中，点赞量过万的很少见，大多停

留在三位数。为了将官方账号真正“孵化出壳”，

在领导的支持下，景赢和同为 90后的搭档、擅长

视频拍摄剪辑的女孩林典想了很多办法。

2020年 5月，正值当年全国化妆品安全科普

宣传周期，景赢、林典与局里相关处室一起策划

了 4期儿童化妆品玩具开箱视频。林典说，拍摄

前团队写了分镜头脚本，多次排练寻找最佳摄像

角度，视频内容从开箱展示到产品送检再到成分

检测结果公布无所不包。

然而，如此“干货满满”的推送，点赞量最高

的一期不到 5000 次，评论数更是寥寥。“形式和

表达都极尽所能踩着互联网趋势走，关注度却上

不去，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很长一段时间

里，这样的疑问都困惑着两位自认为“网感”很足

的年轻人。

转机出现在2021年。当年6月，在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餐饮安全你我同查”及四川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周三查餐厅 周四查市场”活动背景下，

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启动了相关专项行动。以此为

契机，@成都市场监管发布了一条“征集令”，请网

友在评论区点名小龙虾店，“你来点，我来检”。

半个月后，根据网友“票选”，成都市市场监

管局对两家呼声最高的小龙虾店进行了突击检

查，并将现场实录发布至短视频平台。

先查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业人员

健康证，再进后厨看餐具消毒、食材使用期限、冰

箱储物分区等情况……大约 4分钟的视频里，不

算稳定的镜头跟随景赢的视角，把食客们平日难

以见到的餐厅的另一面及食品行业执法检查过

程做了初步展示。

林典记得，因为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并不

多，视频剪辑完成后，她还在为“缺少爆点”而苦

恼。然而就是这“看起来没什么意思”的内容，一

经发布就引来了不同以往的关注度。先是浏览

量、点赞量、评论数不断往上升，紧接着是账号粉

丝数显著增加。“那天晚上，处室的人基本都没

睡，一条一条地看评论。”林典说。

最终，这个被标注为“你点我查”系列第一期

的视频收获百万级播放量，不少网友在评论区里

“蹲”下期或是提名希望之后突击检查的店铺与

行业。面对突如其来的“爆款”，短视频账号运营

团队有些发懵，“这是误打误撞，还是我们真找到

了流量的‘密码’？”

交出决定权

截至今年 4月，“你点我查”栏目已更新至 42

期，它也是@成都市场监管“出圈度”最高的一个

系列。时隔近两年，再复盘第一期的走红，成都

市市场监管局新闻宣传和公共联络处处长林浩

觉得，正是在那时候，困扰景赢、林典乃至他自己

的“视频没人看”的问题被“意外”解决了。

在市场监督管理系统工作多年，林浩经历

过各类安全执法检查。“有根据文件要求定期

开展的，有执法人员和执法对象均随机抽取的

‘双盲执法’，还有与公安、农业等部门的联合

执法……”说到这里，林浩话锋一转，“可是，绝大

多数执法都是以监管方为主导，消费者在其中发

挥的作用并不大”。

“你点我查”栏目的突破点正在于此：把决定

权交给公众，网友指哪儿，“督哥”就去哪儿。

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相比于过去按

部就班的策划、拍摄，自“你点我查”栏目推出后，

“督哥”团队要花大量时间浏览粉丝评论和私信，

经过初步查证、筛选，再结合实际情况，才能从被

点名率较高的经营主体中选出下一个检查对

象。“随时都可能有突发状况。”景赢说。

“突袭”小龙虾店大获成功后，有两万多网友

在评论区呼吁“督哥”去一家由演艺明星创办的

火锅店看一看。团队本想乘胜追击，哪知到了现

场，却赶上店面停业装修。在后来发布的视频

里，林典调皮地给四处张望的景赢配上了哀怨的

背景音乐和满头问号的特效，评论区里更是挤满

了失望的“吃瓜群众”。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按照火锅店公示的

装修日期，一个多月后，景赢再次探店补交了执

法“作业”。相关视频发布后，不少曾参与点名的

网友又惊讶又赞赏。有人说“我天天来看，还真

看到了”，也有人说“‘督哥’这个朋友，值得交！”

浏览“你点我查”栏目合集，根据网友要求或

投诉，“督哥”去过奶茶店，到访过高销量外卖商

家，还闪现过高校食堂、农贸市场……无论检查

结果好坏，都会通过镜头向粉丝报告。此外，“督

哥”也有不少“自选动作”，比如借着“雪糕刺客”

话题探访便利店，或是在诸如“剩菜盲盒”这样的

新事物出现后一探究竟。

对于发现问题的店铺，除了根据情况严重程

度做出相应处置外，每隔一段时间，“督哥”还会

发布“回头看”视频以便网友了解整改情况。

随着官方账号一系列“真刀真枪”的操作，有

的商家“惊呆了”，许多网友“着迷了”。“你们还招

人吗？”“能不能到成都以外的地方查一查？”“餐

饮店后厨操作规范麻烦来一份”……一次次的

“点与查”之后，“督哥”的粉丝越来越多，人气越

来越旺，@成都市场监管也终于孵化破壳。

“多问网友想要什么，而不是自以为他们想

要什么。”看多了评论区里“活生生”的留言，“督

哥”团队明白了，“即使再精雕细琢的内容，如果

没有改变‘说教式’的内核，人们就不会买单”。

“既要执法，也要服务”

“你自己看看这都什么样，做餐饮的应该是

这样吗？”

“消费者如果知道买的食材是从这样的冰箱

里拿出来的，他们怎么想？”

@成都市场监管今年 5 月发布的一期视频

里，因为一家售卖卤鹅的外卖商铺糟糕的卫生情

况，向来以好脾气、好性格出镜的景赢难得地发

了火。

从视频来看，这家因网友投诉而被突击检

查的店铺，待解冻的肉类被随意放在地上；冰箱

因长期未清理四处沾着血水，打开后散发着明

显的霉菌味；操作间内既有蟑螂，又有工人随意

丢下的烟头……检查结束后，随行执法人员当

场责令店铺从外卖平台下架并停业整顿。视频

评论区里，卤鹅店的店名很快被网友挂出，有人

惊叹“上周才点过”，有人感谢“督哥”帮自己扫

了雷。

随着官方短视频账号越来越有名，每一次更

新产生的社会影响都可能超出林浩等人的预期。

“政务新媒体既要是一把利刃，又不能随意伤人。”

林浩说，这让“督哥”团队在选题时越发严谨和慎

重，“我们的初衷绝非‘曝光一家，关门一家’”。

2021 年底，为了调查外卖平台上的“影子店

铺”，“督哥”团队与属地局执法人员选择了一家在

公示经营地点找不到门店的蛋糕店，通过下单点

餐想要获得线索。没想到，等送餐员抵达，执法人

员表明身份并提出要他配合执法检查时，对方竟

然坚持要身穿熊猫玩偶服给景赢跳一段舞——那

是买蛋糕赠送的特色服务，“不跳要扣钱”。

景赢生性活泼，音乐一响，他就和送餐员一

起跳了起来。这一幕成了视频中的一大笑点，但

景赢事后却说，跳着跳着自己反倒有些心酸，“每

一个市场主体背后，都有辛苦劳动的普通人，我

们如何执法将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计”。

2022 年 3 月，@成都市场监管接到网友举

报，在外卖平台上一家售卖热食冒烤鸭的店铺，

上传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却是零食和散

装食品。接到线索后，景赢和同事很快赶到商家

位于成都市锦江区的门店。在那里，王恩菊夫妇

的小店已开了 27年，“靠它养着两个大学生和家

里的老人”。

现场检查显示，除因夫妻二人不了解食品经

营许可范围相关规定导致漏项外，小店卫生情

况、食材配备均符合相关要求。在与街坊聊天中

景赢还得知，因为用料足口味好再加上价格公

道，多年来大家都爱光顾这家夫妻店。据此情

况，景赢和执法人员主动提出为小店重新制证提

供帮助。“我们既要执法，也要服务。”景赢说，为

商家普法、为本分经营者提供指导，同样是“督

哥”的职责。

出人意料的是，当期视频发布后，评论区里

除了给“督哥”温情执法点赞的，还有许多网友表

示要尝一尝王恩菊夫妇的手艺。一时间，小店

“火”了，“外卖平台的订单多到做不完，有消费者

还通过跑腿服务来买我们的冒烤鸭。”王恩菊说，

有一阵，她和丈夫累到不得不闭店休息。

直到几个月后回访，景赢才听说了“执法检

查带火生意”的故事。惊讶之余，他和同事也感

到很欣慰，“有网友开玩笑说，‘督哥’如果直播带

货，就凭‘吃得、用得放心’一条，一定能大卖”。

成为“督哥”

在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宣传和公共联络处，制

作一期“探店”短视频所用的设备并不多：一部手

机、一个无线麦克风、一台笔记本电脑。不过要

让每一期视频既有趣又有料，“督哥”团队需要做

的工作有很多。

景赢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堆几乎与电脑显示

屏等高的市场监管领域相关法律法规书籍。出

镜主持他是专业的，但面对系统而复杂的执法检

查业务知识，刚开始景赢基本就是个“门外汉”。

“你点我查”栏目第一次“探店”前，成都市市

场监管局相关处室给景赢做了食品安全检查“特

训”。食品经营许可范围分类，冷藏、冷冻温控要

求，食材摆放要求……“最初只能死记硬背。”景

赢笑着说，去小龙虾店时，他悄悄带了个写满知

识点的手抄本，以防不时之需。

仔细看“你点我查”的前期视频，不难发现，

有时候景赢会主动把麦克风和镜头让给同行的

执法人员，由他们来指出问题、讲解规范。“那时

候业务不熟，怕说错了露怯。”景赢解释道。

随着学习的深入，渐渐地，执法检查时景赢

能看出的问题越来越多，口中的专业术语也说得

越来越顺。随意打开一期近期的“探店”视频，网

友都能跟着景赢学到不少食品安全方面的小常

识，“餐饮单位食品专间墙裙高度应在 1.5 米以

上”“食品放置位置要离地离墙”“到期废弃食材

需建立专门台账”……

不过，出镜者专业过关，在 2022 年加入“督

哥”团队的杜鑫荣看来，只是成都市市场监管局

官方账号在融媒体时代生存的基本条件。

出生于 1998 年的杜鑫荣曾在国内知名短视

频平台从事政务新媒体活动策划工作，见证了一

大批政务官方账号的起落。在他看来，@成都市

场监管要从爆红到长红，让“督哥”的人设和短视

频的气质更亲民、更接地气很重要。

于是，在最近一年多里，“年纪轻轻却因为工

作压力发际线日益变高”成了景赢和粉丝共同给

“督哥”打上的人物标签；明明都是去执法检查，

骑着“电驴”的“督哥”与身边驾驶帅气摩托车的

酒业监管人员形成反差萌；去高档餐厅“探店”，

把菜单上的页码当作价格还问“这么便宜”后，

“督哥”直接被官方吐槽“小丑竟是你自己”……

新的创作与编排手法搭配适当的互联网热门

“梗”，“督哥”人物形象越来越立体，吸引的粉丝

也越来越多，其中不少还是各行各业的商家。

“普法形式可以寓教于乐，但出发点一定是

用权威、科学、准确的信息助推市场健康发展。”

据林浩介绍，现在，一些商家会把“你点我查”栏

目作为教材自行或组织员工观看并对照整改。

“如果越来越多的店铺通过自查提升管理水平、

规范生产经营的条件和行为，那这档栏目最终的

目的就实现了。”林浩说。

从网红账号到城市窗口

今年 3 月底，一位美食博主在社交平台发文

称，自己在成都某夜市十多个摊位购物，其中 8

家存在缺斤少两情况。很快，“七两称作一斤”的

“鬼秤”问题引发舆情。与此同时，大量网友涌入

@成都市场监管的官方账号评论区，要求“管管

‘鬼秤’”。

根据前期策划，4 月初“你点我查”栏目更新

了一期与查处虚假营业执照相关的视频。这下，

粉丝们不乐意了。评论区里有人质疑“督哥”只

顾涨粉丝数却不认真做事，有人“威胁”要取消关

注，还有成都网友痛心疾首地要“督哥”学学“家

家足秤”的兄弟城市的管理经验。

人红是非多。从官方账号出圈起，成都市市

场监管局就意识到在数百万双眼睛之下可能面

临的舆情风险和压力。“但这是政务新媒体必须

面对的网络环境。”林浩说。

质疑声中，@成都市场监管在账号评论区发

文表示接受批评和建议，并承诺将加强整治市场

乱象。几天后，一期通过暗访督察夜市“鬼秤”的

视频上线。执法人员以事先称出重量的手机为

工具，随机在夜市摊位“验秤”，对查出的“问题

秤”予以没收，并责令商家到相关部门接受处罚。

然而，网友依然对“督哥”交的“作业”不满

意，有人犀利地指出，长期在夜市摆摊的商贩间

都有微信群，一家被验了秤，消息很快就传遍了

整个市场，“于是大家的秤就都准了”。

又过了几天，第二期“鬼秤”督察视频发布。

这一次，通过对夜市消费者刚刚购买的产品进行

复秤，执法人员避免了走漏风声的可能。“但又有

粉丝说了，缺斤少两的重灾区是‘打一枪换一个

地方’的流动摊位。”说起那段“危机公关”时期，

景赢对当时感受到的压力记忆非常深刻。

据景赢介绍，小商贩量大面广，在执法实践

中，很难凭市场监督管理一方的力量根治缺斤少

两问题。但他同时表示，“鬼秤”舆情给他和团队

很好地提了个醒：要运营好政务新媒体，对公众

心怀敬意是前提。“‘督哥’的工作同样被监督

着。”景赢说。

出圈快两年，@成都市场监管早不只是一个

地区的网红账号。后台数据显示，在账号 300 多

万名粉丝中，有近八成用户 IP 地址在四川之

外。显然，在执法、普法之外，这一官方账号还成

为了外界了解成都、感受成都的一个重要窗口。

林浩坦承，高关注度之下，官方账号运营的

瓶颈也逐步显现。比如，能不能在“你点我查”之

外孵化出下一个“爆款”栏目；比如，市场监督管

理涉及范围广泛，“督哥”大多数视频都与食品安

全相关，能不能让其他领域的执法检查过程同样

“吸睛”？

“利用新媒体建立政府部门与公众的双向沟

通机制，这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题目。”当了

好几年“督哥”，现在景赢不时会有“走在路上被

人认出”的经历。但他说，希望大家“粉”的不是

他个人，而是认同短视频所真实反映的日益开

放、透明的市场监督管理工作，以及成都这座虽

不完美但一直在改进提升路上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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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娜

““““ 督 哥督 哥督 哥督 哥 ””””来 了来 了来 了来 了

在“督哥”和执法人员的帮助下，王恩菊夫妇办理了新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
本报记者 李娜 摄

景赢、林典与执法人员一起“探店”检查，并拍摄视频。 受访者供图

5月14日，在成都一家装修风格独特的火锅店内，不少顾客正在用餐。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