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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院篇

本期法院榜单，“杭州中院”获得双料冠军。热文榜上，“杭州中院”共有3篇上榜，

其中，《今天上午，两位博士法官的讲座获得13万人次围观！你们要的PPT、回放视频

来了》一文表现亮眼，获得第一。

金秋九月 你追我赶忙夺榜
浙江政法微信排行榜第309期

快来加入QQ群

9月，秋意渐浓，2021年的第三个季度也将过去，本期
榜单，哪几家公众号脱颖而出？又有哪些好文“霸占”头榜？
一起来看看吧。

欢迎大家加入本报组建的浙江政法微信协作群（QQ群
号457362088，加群请扫二维码）。

本报冲榜热线：0571-85311275；QQ：512864451。

一、政法委篇
本期政法委榜单，“微嘉园”拔得头筹。拿下热文榜第一的是“平安桐乡三治融合”

的《平安家园我来评！请您为心目中的她来打call！》一文，文章通过投票的方式，吸粉

不少。

三、检察院篇
本期检察院榜，“杭州检察”和“镇海检察”获得冠亚军。“杭州检察”的《面壁十

年——第十二届杭州市十佳（优秀）公诉人揭晓》一文，获得最高阅读量。

四、公安篇
本期公安榜，竞争激烈，“嘉兴公安”突出重围，拿下第一。热文榜上，有3篇文章阅

读量达到“10万+”，其中“台州公安”的《浙江警界主持人大赛来了！12号吴雨薇，快来

为她投票吧~》获得第一。

五、司法行政篇
本期司法行政榜，“浙江监狱”获得冠军。热文榜上，其《我的妈妈，是一名普通的监

狱人民警察》一文，以孩子的视角，描述了监狱警察“妈妈们”工作时样子，收获较多阅读

和点赞数。

本报记者 王亚 文 马丽红 技术支持

《半月谈》陈春园 彭菁

作为新型社交游戏，“剧本杀”吸引不少年轻人参与其

中。然而，行业野蛮生长，一些商家在游戏内容、场景设置

等环节嵌入恐怖、暴力、灵异元素，并以此为噱头博取客

流。看似新鲜的朝阳行业，正因监管缺位而潜藏风险。

“恐怖地带”成“伊甸园”

记者走进一家繁华商业综合体内的“沉浸式体验馆”，

但见狭小的屋子里昏暗阴森，大厅赫然摆放着两口巨大的

道具棺材，墙上张贴着一位老人的遗像。5名高中男生正

围坐一桌，在游戏主持人引导下分析剧情，不时发出惊悚

的尖叫声。

孩子们正在玩的是一部叫《阴鬼人》的剧本，讲的是一

处偏远小山村里“鬼抓人”的故事。“情节悬疑、场景恐怖、

体验刺激，深受孩子们欢迎。”店里的“剧本杀”主持人说。

记者陆续实地探访了中部地区一些城市的“沉浸式剧

本杀体验馆”。在一家门店内，墙上挂着的剧本宣传画怪

诞恐怖，店主带记者来到几间实景房，里面分别装饰成坟

场等场景，坟场内开着血红的灯光，里面摆放着一些道具

尸体。在一家门店内，店主重点向记者展示了“人魅”“夜

店凶灵”“瞳灵人”等含有恐怖、灵异内容的剧本。

“玩家主要是16岁至30岁的城市白领、在校大学生，也

有一些好奇心重的初中、高中生。现在生意难做，不搞点

‘重口味’的内容，客人不感兴趣。”一位店主说，如今很多类

似的店都倒闭了，新开业的要靠更刺激的内容才能生存。

记者在去过的10多家门店内，不管“剧本杀”内容

多么血腥恐怖，均未看到“未成年人不得入内”等提示

性告示。

新业态准入门槛低

“剧本杀”兴起于2010年前后，从最初的几个年轻人

围坐一桌找线索、找凶手，近年来逐渐拓展为“密室逃脱”

“沉浸式体验”等多种形式。随着剧本内容、场景设置不断

升级，其体验性和刺激性不断增强，并越发吸引年轻群体

参与。今年以来，“剧本杀”线下实体门店数量增长较快，

“剧本杀”主持、剧本创作、情节设计等业务也都有了专门

的职业者群体。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线下“剧本杀”实

体店数量估计有3万家左右。部分商家为吸引客户、赚快

钱，推出暴力凶杀内容的剧本杀项目，如毒药杀人、枪支杀

人、密室杀人等；有的商家则在场景设置上添加恐怖、血腥

元素，部分出格内容超出普通人心理承受度。

中部地区一位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目

前开办“剧本杀”门店的准入门槛较低，既没有前置审批条

件，也不需要经过文化、公安等部门的内容审核。

“这是一个新生行业，尚未出台有效的管理办法或法

律法规，我们在执法检查中存在模糊地带。”一位基层文化

市场综合执法工作负责人说。

引导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一位患者家属告诉记者，孩子在周末约同学玩含有暴

力、恐怖、血腥等内容的“剧本杀”。出于好奇，她也尝试着

参与过一个剧本，其中一个情节是把道具做成一种“畸形

人”。游戏中还描绘出死者的惨状，其中模仿的杀人手法

也“非常残忍”。

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咨询师工作委员会理事陈建华介

绍说，近期她接触过一位刚刚大学毕业的女来访者，一度

沉迷于带有恐怖元素的“剧本杀”游戏，并因此严重失眠，

开灯睡不着，关灯又害怕。

“剧本及剧情的引领很重要，需要有正确的价值导

向。适度的角色扮演有利于参与者释放精神压力、丰富想

像力、加强人际沟通，但如果内容过于恐怖刺激，参与者又

缺乏辨识能力，反而会混淆现实和剧情，甚至产生心理问

题。”陈建华说。

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袁小平说，在事关“剧

本杀”等文化新业态的监管上，有关部门要把保护未成

年人放在突出位置，尽快出台管理制度和细则，消除监

管盲区。

恐怖暴力没底线，未成年人照样玩：
重口味“剧本杀”潜藏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