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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速内容审核机制 微短剧监管更进一步

预约缩短10-15天 淡季欧洲游不再“一签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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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短剧热度持续攀升，野蛮生长下的乱象屡禁不止。11月15日，据中国网络视听节

目服务协会，2022年11月下旬开始，广电总局集中利用3个月时间，组织开展了“小程

序”类网络微短剧专项整治工作，下架含有违规内容的“小程序”2420个，形成了震慑效

应，有力遏制了网络微短剧野蛮生长的态势。下一步，广电总局将不断完善常态化管理

机制，从七个方面加大管理力度、细化管理举措，其中包括加快制定《网络微短剧创作

生产与内容审核细则》，建立小程序“黑名单”机制等。

定期发布处置公告

短剧概念股日前持续活跃， 但野蛮生长
下的微短剧市场，站在风口期，也存在不容忽
视的风险。

据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消息，自
2022年以来， 广电总局持续开展网络微短剧
治理工作，加强规范管理，有效净化了网络微
短剧行业生态。

数据显示，2022年11月下旬开始，广电总
局集中利用3个月时间，组织开展了“小程序”
类网络微短剧专项整治工作， 取得积极成效。
截至2023年2月28日， 共下线含有色情低俗、
血腥暴力、格调低下、审美恶俗等内容的微短
剧25300多部，下架含有违规内容的“小程序”
2420个，形成了震慑效应，有力遏制了网络微

短剧野蛮生长的态势。
在专项整治工作结束后， 广电总局对网

络微短剧治理工作转入常态化。 建立双周报
送处置数据机制和定期发布公告机制。2023
年3月至今，督导抖音、快手、腾讯、B站、小红
书、 好看视频等平台累计对外发布公告40余
期，清理低俗有害网络微短剧35万余集（条）、
2055万余分钟； 分级处置传播低俗有害网络
微短剧的“小程序”429个、账号2988个。

App和“小程序”纳入管理

据悉，下一步，广电总局将不断完善常态
化管理机制，从七个方面加大管理力度、细化
管理举措。

其中包括，加快制定《网络微短剧创作生产
与内容审核细则》； 研究推动网络微短剧App

和“小程序”纳入日常机构管理；建立小程序“黑
名单”机制、网络微短剧推流统计机制；委托
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开展网络微短剧日常监看
工作；推动行业自律，互相监督，全行业共同抵
制违规网络微短剧； 再次开展为期1个月的专

项整治工作，围绕网络微短剧的导向、片名、内
容、审美、人员、宣传、播出等方面，加大违规网
络微短剧处置和曝光力度，进一步优化算法推
荐，完善广告推流审核机制，取得立竿见影成
效；加强创作规划引导，继续打造精品力作。

电视评论人周茹指出，监管措施的落地，
将为市场剔除一部分低质作品，避免形成“劣
币驱逐良币”，更利于市场的良性发展，微短
剧的拍摄、制作门槛也将进一步提升。

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 韩昕媛

网络微短剧市场七大监管机制

申请预约提速

“进入11月后， 欧洲各国的签证排队预约
时间缩短了， 原来有部分欧洲国家仅预约就要
排1到2个月， 现在来看均有不同程度的提早，
有些国家可以预约到一两周之后的号。”在一家
签证办理机构工作的程鑫说道。

中青旅遨游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韩杰
也表示，法国、荷兰、德国的预约时间在1个月左
右，瑞士、意大利、西班牙基本当月就可预约，团
队签证则需要提前1个月到1个半月预约名额。
相比9-10月，预约缩短大约10-15天，但仍有
部分国家处于预约困难的状态。

就职于另一家签证机构的王可玥告诉北
京商报记者， 无论办理欧洲哪个国家的签证，
都需要提前在其官网或系统上预约， 根据签
证中心和领事馆放出的号来排队送签。“目前
有所加快的是排队预约这一过程， 送签之后
的实际办理和审核时间都是根据各国领事馆
以及签证中心的流程进行的， 一般都在15-
45天。”

而此前， 赴欧签证排队时间长曾备受游客
吐槽。 有媒体报道，8月底法国申根签证已需要
排队至11月底，德国时间更长，需要排到12月。

北京商报记者曾于8月2日在携程旅行
App查询办理瑞士申根签证的时间， 在北京
送签的“加急办理·无需护照原件”一项预计
44个工作日出签，最早10月13日才能出发，等
待时间超过2个月。而11月15日，记者重新搜
索相同选项发现，仅需16个工作日就可出签，
最早12月12日出发，等待时间短于1个月。

不过， 并非所有旅行社和签证机构的情

况都如此。 在谈及德国签证办理时， 程鑫表
示，从其所在机构的办理情况来看，德国的签
证号仍很难预约，“预约情况要根据国内不同
领区的签证号数量、排队人数等综合判断，这
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不同机构的情况并
不完全相同”。

不定期放号数量增多

对于预约排队时间缩短的原因，韩杰指出，
一方面，11-12月为传统旅游淡季，赴欧洲旅游
的人数减少，因此在签证号码预约上更显宽松；
另一方面，多地签证中心陆续开放，人员储备充
足，相应地，承接能力也进一步增强。

旅游淡季特征也体现在赴欧航班量的减少
上。从航班管家今年第44周（10月30日-11月5
日）和第45周（11月6日-12日）的航班数据对比
来看，欧洲的周出港航班量从439班下降到420
班，恢复率从67.6%回落至64.5%。

除此之外，多位旅行社相关负责人也向
北京商报记者表示，11-12月其赴欧旅游的
团数量有所下降。上海春秋旅行社签证部总
经理凌燕表示，和10月因国庆假期主要以旅
游为出游目的有所差异，11月至年底这段时
期，游客出游多以商务、奖励旅游、探亲等目
的为主。

对于预约名额的增加，凌燕表示，随着淡季
申请旅游人数减少， 欧洲各国签证中心的可预
约名额随之有所增加， 领事馆的审理周期也相
应缩短。总体来看，与9-10月的情况相比，不定
期开放的预约名额在逐步增多， 团队签的名额
相比9月也稍显空余。

对此， 北京商报记者致电意大利签证咨询

中心询问放号事宜，其工作人员表示，在北京领
区， 北京签证中心以及领事馆会根据当月实际
工作情况不定期放号， 需要游客多加关注官网
信息的实时更新。

春节前1个月将是预约高峰

尽管部分赴欧签证预约正在提速， 但多位
业内人士表示， 随着元旦、 寒假以及春节的到
来，赴欧旅游热度将再次上涨，彼时的欧洲签证
极有可能再迎预约高峰。

韩杰透露，春节期间，中青旅遨游旅行的
欧洲产品报名情况已进入高峰期，部分热门团
期、产品已接近成团售罄，有些线路的团队签
开始出现排队报名情况。北欧五国、希腊、西班
牙、葡萄牙、英国、奥地利等均为春节期间的热
门目的地，受到游客青睐。

“欧洲申根国家签证在出行时间6个月之内
就可以开始办理了，而距离1月底2月初的寒假
和春节长假仅剩不到3个月， 办理签证的人数
将逐步增多， 预约排号肯定会出现延后的情
况。” 王可玥建议有赴欧旅游意向的游客提前
办理签证，“不少上班族还不确定自己什么时
候能休假， 所以春节假期的前1个月将会是集
中预约时段， 彼时再着手准备很有可能将耽误
春节出行。”

不仅如此，韩杰还指出，从中青旅遨游旅行
的签证申请情况来看， 法国和西班牙近一个月
的个人签申请量都在上百本， 德国和意大利目
前也呈上涨趋势。而法国明年将举办奥运会，伴
随着假期申请高峰， 预计年底签证申请量可能
会翻倍。

北京商报记者 关子辰 牛清妍

进入11-12月旅游淡季后， 出境游签证情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11月15

日，北京商报记者从多家签证办理机构和旅行社获悉，欧洲各国签证预约等候

天数缩短约10-15天。一方面，部分国家送签名额相比暑期略有放量；另一方

面，淡季赴欧旅游人数减少，此前排队两月但“一签难求”的情况有所好转。不

过，2024年寒假和春节长假不日将至，团队签方面，部分欧洲线路开始出现排

队报名情况，而法国、西班牙等热门目的地的个人签申请量也呈上涨趋势，旅

游商家提示，申请欧洲签证仍需抓住时机、尽早办理。

优化升级北京养老服务网、 开辟全市统一养老助餐服务入口……
11月15日，北京市民政局官网发布了《北京市综合为老服务平台建设工
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除了明确将为老人提供更为便利、更
立体化的涉老服务外，也提出了将鼓励养老服务机构等市场主体升级视
频监控系统，从依靠人力的监管模式转为智能化监管模式，让老人和家
属更放心。

养老服务网升级

对于涉老服务的一网通查办理，是本次《方案》最大的亮点。
具体来看，《方案》 明确了北京养老服务网下一步优化升级的内容：

网站升级后将面向不同用户群体，统一服务入口、统一服务事项、统一用
户管理，提供涵盖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养老助餐、养老政策、养老人才、
养老志愿服务、京津冀养老、养老在线办事、适老化产品、养老服务公示、
养老课堂、养老合作资源等在内的多领域服务事项。

除门户网站外，北京还将打造与北京养老服务网配套的移动端小程
序，并在移动门户中集成养老服务津贴补贴、老年人能力评估申办等政
务服务，链接养老助餐、居家照料、生活护理、助洁助浴等服务资源。

而针对居家养老的高频需求，市民政局还将在小程序端开辟全市统
一的养老助餐服务入口，打通多种线上支付渠道，通过便捷、智能的方式
帮助老年人及家属找到养老服务。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次发布的方案
加入了数据及数字化的内容， 能够更加精准地了解北京市老年人在居
家、社区与机构养老上的需求。同时，“一网通查”的平台也能让老年人更
加直观了解到各类服务项目的价格、内容，进行对比选择。

从人力监管到智能监管

政府搭建的服务平台数字化升级之外，《方案》也在养老服务机构监
管及养老服务信息管理维度进行了创新。

具体来看，《方案》明确要建设全市统一的北京养老服务管理信息系
统，构建养老服务全要素记录、全数据互通、全流程监管、全口径分析的
全息管理机制，通过“一网一端一平台”的一体化管理设计，保持北京养
老服务网信息与信息管理系统平台数据实时交互联动，让后台无感采集
的信息真实反映在前端网站。

在对养老服务机构的监管上，《方案》鼓励养老服务机构等市场主体
升级视频监控系统、更新监控终端设备、应用视频影像智能识别技术，及
时发现突发事件并实现自动预警，从依靠人力的监管模式转为高效精准
的智能化监管模式。

针对养老服务机构的日常数据管理，《方案》提出构建北京养老服务
无感监管系统。通过养老服务机构、助餐点等市场主体日常运营过程的
数字化管理自动归集数据，运用数据碰撞等技术手段，及时发现服务过
程与资金支付等环节的数据异常，并实施分类分级监管。

“想要实现养老服务体系升级，提高养老服务质量很重要。”陆杰华
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提高养老服务质量，需要在前期做好标准规范及监
管手段的确立。而监管则需要相应数据体系的支撑。

北京商报记者 赵博宇

北京涉老服务可一网通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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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制定《网络微短剧创作生产与内容审核细则》

研究推动网络微短剧App和“小程序”纳入日常机构管理

建立小程序“黑名单”机制、网络微短剧推流统计机制

委托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开展网络微短剧日常监看工作

推动行业自律，互相监督，全行业共同抵制违规网络微短剧

再次开展为期1个月的专项整治工作，围绕网络微短剧
的导向、片名、内容、审美、人员、宣传、播出等方面，加
大违规网络微短剧处置和曝光力度， 进一步优化算法
推荐，完善广告推流审核机制，取得立竿见影成效

加强创作规划引导，继续打造精品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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