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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京笏

近日，多所高校陆续发布了 2020 年毕

业生质量报告，其中的毕业生薪酬情况备

受 关 注 。尤 其 是“ 某 大 学 毕 业 生 平 均 年 薪

18 万元”一经发布，立刻点燃了舆论，在各

网络平台不断被讨论。

如 果 一 位 大 学 生 刚 毕 业 就 能 拿 到 18
万元年薪，大家大多会表示赞扬和崇拜；假

如一所大学一届毕业生的平均年薪能达到

这个数字，更多的会是惊讶与感叹。毕竟，

对于相当多工作许多年的职场人士来说，

将近 18 万元的年薪都是非常可观的收入，

甚至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

“惊叹”同时，这一数据也催化着部分

大学生的焦虑。很多外校学生会感叹一句

“不愧是别人家的大学”，本校学生也纷纷

表示“我拖学校后腿了”“我也想像他们一

样强”。压力、迷茫，是这些留言共同的“旁

白音”。

按照心理学的观点，人一生的焦虑有

很大一部分来自“同辈比较”以及“对未来

的未知”，倘若二者叠加，焦虑指数也会飙

升。很多大学生对未来的工作、生活等还处

于摸索阶段。此时，一份毕业生平均年薪数

据摆在他们面前，在对自己与他人的反复

对照中，他们难免会感到压力，甚至自卑。

不过，对该数据的准确程度还是要打

上一个问号。该校 2020 届共有 8161 名毕业

生，调查问卷的最终有效样本为 3709 个，

仅为 45%。样本本身也不符合随机抽样与

分层抽样的原则，据相关负责人透露，部分

毕业生未反馈薪酬数据，而部分高薪酬的

毕业生则较主动填写了数据。如此看来，这

一数据不能说完全准确。

就算数据真实可靠，一个数字真的能

定义毕业生的生活吗？薪酬不是一个孤立

的概念，作为生活中的有机存在，它与工作

性质、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工作压力等都

息息相关，不该被作为单一的量化数据来

比较。

在 当 下 ，数 据 无 处 不 在 ，一 切 皆 可 量

化，就是相亲见面前也要问一句，“您给自

己颜值打几分？”按照麦克卢汉的观点，数

字作为一种媒介，也建构了我们的思维范

式与看待世界的尺度，殊不知，数据在呈现

“真实”的同时也在消解“真实”。举个最简

单的例子，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年

收入 20 万元，一定比在三线城市年收入 10
万元生活质量更高吗？想必答案很复杂。

数据作为孤立、单薄的存在，无法呈现

复杂、多元的真实生活；同时，数据是一条

只有“高与低”的单向度轴，截除了更多元

的选择与更丰富的追求；而同一个数据之

下，也有着千姿百态的人生。倘若沉迷于对

数字的追求，便很容易忽视自身的独特性

与真实需求，这便是“数据催生焦虑”的重

要原因。

就像在就业时，薪资并不是唯一的决

定 性 因 素 。 有 人 选 择 “ 旱 涝 保 收 ” 的 稳

定，有人喜欢“朝九晚五”的轻松，有人

想要“体面大方”的声誉，也有人投身基

层，或是扎根贫困县、贫困村，为使命奋

斗，为理想躬行。

同专业的学生会有不同的出路，不同

专 业 的 发 展 方 向 与 “ 钱 景 ” 更 是 存 在 差

异，我们每一个人的能力、性格、追求、

向 往 也 各 有 不 同 。 与 其 纠 结 “ 毕 业 生 年

薪”的数字，不如先想想自己想要什么、

自己适合什么。毕竟，薪酬可以量化，生

活却不可以量化，你不是任何平均数据之

下的样本，你只是独一无二的真实自己。

到 那 时 你 会 发 现 ，“ 一 切 都 是 最 好 的 安

排”不仅仅是一句鸡汤。

“毕业生年薪”不足以呈现真实生活

“年度歌单里排名第一的是哪首歌？”“未来十年你的人生规划？”“有没有被甩过？”最近，这种别人能够匿名向自己
提问的“提问箱”得到年轻人的钟爱。匿名提问类型涵盖了学习、生活甚至是隐私的方方面面。无论是释放好奇还是解答
困惑，“匿名提问箱”正在为当下的互联网社交建立全新的互动关系。（《扬子晚报》1 月 4 日） 漫画：徐 简

树 洞

□ 李思辉

“你的电话号码价值 15 万元”“你的信

用价值 20 万元”“我靠白条穿上流行”⋯⋯

近 日 ，银 保 监 会 发 布 风 险 提 示 ，剑 指“ 土

味”借贷广告。

时下，一些借贷广告剧情一个比一个

狗血、一个比一个低俗。不论是“去买小

龙虾因无力支付被嘲笑，摊主随手帮顾客

开通 10 万元额度借贷”，还是“飞机上农

民工没钱帮母亲升舱遭嘲讽，在他人指导

下申请 15 万元借款”；不论是“姐夫教小

姨子用手机轻松贷款 10 万元”，还是“老

汉借钱追求空姐”⋯⋯低俗的借贷广告人

为放大阶层矛盾、刻意编排冲突场景，以

所谓“正能量”或桃色剧情博眼球，其实

质都是低俗、庸俗、媚俗的营销。

我国广告法规定，广告不得妨碍社会

公共秩序或违背社会良好风尚，不得含有

淫秽、色情内容。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内 容 欺 骗 、 误 导 消 费 者 的 ， 构 成 虚 假 广

告。相关法律昭昭，对不良借贷广告进行

甄别，对违法者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令其

行有所戒是当务之急。

许多贷款广告除了形式低俗，还处处

是“套路”——“零利息”“零首付”“线

上审核”“最快 3 分钟到账”等，一些借

贷平台把借钱说得要多轻松就有多轻松，

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不借白不借。一

些贷款平台不仅丝毫没尽到风险提醒的义

务，还刻意让人忽视借贷背后的风险和压

力。如此跑马圈地，不是给公众设套是什

么？

近 年 来 ， 校 园 贷 造 成 的 “ 裸 条 胁

迫 ” 等 极 端 事 件 令 人 触 目 惊 心 。 社 会

上，暴力催债的报道更是屡见不鲜。“借

贷 一 时 爽 ， 脱 身 万 般 难 ” 的 现 实 教 训 说

明 ： 轻 信 那 些 几 乎 没 有 贷 款 门 槛 、 千 方

百 计 诱 导 公 众 借 贷 的 广 告 ， 往 往 是 噩 梦

的开始。

令 人 忧 心 的 事 情 恰 恰 就 在 这 里 。 时

下，“借钱消费”已经成为不少人的消费

习惯。金融机构的一项调查显示：57%的

被调查者认为透支消费是一种正常的消费

方式。另一项关于年轻人消费特点的研究

报告则显示，中国使用信贷产品的年轻人

占 比 高 达 86.6%。 在 一 些 人 眼 里 ，“ 今 天

花明天的钱”只是提前享受，可谁又能保

证明天就一定有钱呢？

从社会价值判断看，一些借贷平台宣

扬的借贷买这买那，和这个斗气、与那个

斗狠，乃至“老汉借钱追空姐”等，宣扬

的其实是一种拜金主义、金钱万能的错误

价值观。一个人价值的实现，靠的难道不

是 “ 穷 且 益 坚 不 坠 青 云 之 志 ” 的 傲 骨 ，

“踏平坎坷成大道”的奋斗，“穷则独善其

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心气吗？高消费与

“成功”本就没有直接关系，更遑论借钱

高消费。为社会价值导向计，下决心、出

重拳刹住挑唆借贷消费的妖风，把一些借

贷广告扭曲的价值观“扭正过来”，刻不

容缓。

时代在变迁，物质财富在增长，但勤俭

节 约、精 打 细 算、艰 苦 朴 素 的 传 统 并 未 过

时。可以“花明天的钱”，也应坚持“量入为

出”的理性消费观，不能过度透支。须知，网

络 借 贷 绝 非 一 些 人 刻 意 宣 扬 的 那 么 “ 美

好”，火中取栗，迟早要还。

“土味”借贷广告
只是平台跑马圈地的套子

□ 曹东勃

上周末，结束了这个学期也是 2020
年的最后一课，谈了自己对于 2020 年这

个特别年份的观感，也给学生分享了前

段时间对若干援鄂医疗队专家骨干的访

谈体会。

我是从 2020 年除夕之夜谈起的。当

天晚上，我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收到一位

大 一 学 生 的 留 言 。他 说 ：“ 老 师 ，像 我 们

2000 年以后出生的这代人，在和平环境

中顺风顺水地成长。面对如今疫情的冲

击，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至少于我而

言 ，有 些 绝 望 。”那 一 刻 我 意 识 到 ，对 于

00 后来说，2020 年其实还是他们思想上

的一次大考。

在 那 个 万 家 灯 火 、 辞 旧 迎 新 的 夜

晚 ， 我 停 下 手 头 收 发 拜 年 短 微 信 的 琐

事，也无暇观看春晚，一个人在房间里

沉思许久，回复这位同学：“我们刚刚讲

过 《论持久战》，我相信，目下遭遇的这

场疫情，我们还处在战略防御阶段，后

续一定会有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直至

取得最后的胜利。以我参加脱贫攻坚对

口帮扶工作的经验判断，目前还没有真

正 发 力 ， 至 少 对 口 支 援 这 个 制 度 优 势

‘大杀器’还没有动用。”

实话说，上述回复，也是我斟酌再三

写出来的。对于疫情应对我并无十足把

握；防御、相持、反攻，到底持续多久。

就在第二天，大年初一，中央政治局

召开专门会议，提出了应收尽收、应治尽

治、及时收治所有确诊病人的方针，明确

了尽快充实医疗救治队伍力量、把地方

和军队医疗资源统筹使用形成合力的动

员方案，整个抗疫斗争的形势发生根本

性变化。

今年 11 月，我在与华山医院、中山

医院等上海援鄂医疗队的领队专家们访

谈时，也有类似的感受。一位带队的副院

长动情地说，援鄂医疗队的“战友”们，回

来之后，经常发呆，大概是肾上腺素在武

汉都用完了。他们大多不太愿意聚会，因为

泪点太低。

一位专家说，医院里的很多同事，原来

真的不觉得什么，但是拉过去，每个人都是

一面旗帜。很多人在医院里没机会,在武汉

真 的 是 一 个 萝 卜 一 个 坑 ，独 当 一 面 。去 之

前，感觉就像是当年汶川地震时空降的先

头部队，云层之下，究竟是怎样一个万丈深

渊，谁也不知道。现在回头看，好像很轻松

就着陆了，一个月控制住形势，打赢了武汉

保卫战。整个过程真的是事非经过不知难。

另一位专家说，各行各业，做任何工

作，都需要像汽车的养护一样，要经常拉

一拉高速，往郊区开一开，把各个零部件

练一练，在高速运转的情况下看一看，是

不是经得住考验。常在市区开车，常在温

室中成长，是不行的。医生们每年都去农

村做卫生健康扶贫，到了那里，你能感受

到这一身知识有更大的用武之地。前段时

间去兴国给老百姓看病，那是将军县，当

初那些牺牲的红军战士，也都很年轻啊。这

次疫情，让我们看到这批年轻人，绝对是大

有可为的一代！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影响还在

持续，但是走过艰辛不易的 2020 年，我们

每一个人对于我们制度的优势和力量、对

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对于我们自己的责

任和使命，都更加明确坚定、自信自豪。

现代化是 180 年来历代仁人志士共同

追求的目标，社会主义道路是现代化浪潮

中各种因素交织碰撞的产物和中国人最终

的选择。现代化的任务远未完结，它召唤着

新一代有为青年在新的发展阶段贡献他们

的智慧和力量。

40 年前，在国家刚刚恢复制定国民经

济 中 长 期 发 展 计 划 即“ 六 五 ”计 划 启 动 之

时，出现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歌谣《年轻的朋

友来相会》。面向 2035 年，我们今天或也可

振臂一呼，邀请时代新人投身建设现代化

国家的宏大进程，在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

世面、壮筋骨、长才干，再过 15 年，我们再

相会！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党校副校长）

2020年的
最后一堂思政课

□ 杨 若

入住养老机构已经成为人们重要的养

老方式。然而，近期涉养老机构的服务纠

纷有逐渐增多的趋势。“新华视点”记者

在北京、长沙、南昌等地调查发现，多地

发生养老机构“跑路”事件，一些老人动

辄数十万元的养老钱被卷走。（新华网 1
月 2 日）

要知道，这数十万元是老年人辛苦几

十年积攒的血汗钱，一旦机构“跑路”或

宣 布 破 产 ， 这 些 血 汗 钱 可 能 就 会 “ 打 水

漂 ”。 那 么 养 老 机 构 “ 跑 路 ” 缘 何 频 发 ？

原因何在，又如何遏止呢？

老人入住养老机构，本是市场交易行

为 ， 不 排 除 有 老 人 因 难 抵 巧 言 令 色 的 蛊

惑、小利小惠的诱惑而上当受骗。比如，

老人在挑选养老机构过程中，没有多方、

深层了解养老机构的诚信与实力，对收取

相关费用的政策了解不够；有些机构天花

乱坠地吹嘘成为会员的“好处”，忽悠诱

骗老人一次性多交费用，老人不知不觉中

便 支 出 大 额 预 付 ， 正 中 对 方 吸 金 “ 套

路”。殊不知，民政部门早有规定，备案

的养老机构一般按月收取费用，最多不能

超过一年。

养老机构卷钱“跑路”，往往是别有

用心的设局。应该承认，绝大多数进入老

龄产业的经营者，是真正想从事养老服务

的；而有的经营者居心叵测，见到国家有

鼓励政策，养老产业前景大好，便纷纷争

相进入。那些动机不纯者的眼里只有两个

字：“圈钱”。一旦干不下去，就不负责任

地“跑路”。

当然，让老年人一眼识破变异不断、

花样翻新的欺诈手段，并非易事，老人想

要放心且省心地消费，离不开规范有序、

和谐诚信的市场环境。

杜绝此类事件再次上演，加强监管很

关 键 。 有 种 现 象 值 得 警 惕 ， 有 的 养 老 地

产、旅居养老等新业态不去民政部门登记

注册，而是选择去工商部门以服务企业名

义注册，这明显就是在“钻空子”，有意

逃避监管。基于此，相关部门必须积极履

职 ， 主 动 作 为 ， 打 破 部 门 壁 垒 ， 共 享 数

据，进行联合执法，堵住监管漏洞。

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还需用在平时。

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及时公布养老服务

机构“白名单”，加强公众风险提示，远

离非法集资、切莫上当受骗；要进一步明

确收费细则等相关政策，引入第三方存管

方式，确保资金管理使用安全；要定期走

访 养 老 机 构 的 老 人 ， 加 强 动 态 、 跟 踪 监

管，一旦发现苗头，及时进行处置。

必 须 严 把 市 场 准 入 关 ， 提 高 准 入 门

槛，防止某些人“滥竽充数”进而“空手

套白狼”。此外还要明确退出机制，对不

符合有关标准的害群之马，坚决注销、清

退出场。眼下养老产业竞争相当激烈，有

的养老机构在运行过程中不免难以为继，

但就算“关张”，也要通过合法手续来清

产核算，保证各方利益平稳落地，哪能一

“跑”了之？

法 网 恢 恢 ，疏 而 不 漏 。对 于 养 老 机 构

“跑路”事件，监管需要精准升级，做到关口

前移，加强对某些“征兆”和“苗头”的排查，

方能防患未然，遏制“跑路”乱象。

别让“跑路”机构卷走老人养老钱

□ 何 橘

元旦的时候我到店里喝奶茶，发现

塑料吸管没了，商家只提供纸质吸管，我

才恍然意识到，塑料吸管禁令全面生效

了。根据 2020 年年初国家出台的《关于

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到

2020 年 年 底 全 国 范 围 餐 饮 行 业 禁 止 使

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

除了奶茶店，到街头的咖啡店、快

餐店走一走，基本也都看不到塑料吸管

的身影。商家主要采取两种替代方案：

一种是自带饮嘴的杯盖，另一种就是纸

吸管。

不过，从消费者反映来看，纸吸管

没有想象中好，抱怨和吐槽比较多。不

满集中指向纸吸管的使用体验。不少网

友指出，纸吸管容易被泡软，甚至带着

类似胶水的味道。使用体验欠佳之外，

消费者还担心是否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其实这些网友的吐槽，我也亲身经

历 了 ； 网 友 们 的 担 忧 ， 也 正 是 我 的 担

忧。在 2020 年下半年，我光顾奶茶店

或者点外卖的时候发现，有些商家在塑

料吸管之外，还提供纸吸管的选项。刚

开始，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纸吸管。举

手之劳就能环保，何乐而不为？

不 少 网 友 也 是 这 样 ， 在 2020 年 渐

进 性 过 渡 时 就 尝 试 过 纸 吸 管 。 那 时 候

还 有 塑 料 吸 管 ， 所 以 大 家 尝 试 纸 吸

管 ， 大 概 率 是 主 动 和 自 愿 的 行 为 ， 动

机 要 么 是 支 持 减 少 白 色 污 染 ， 要 么 是

尝试新鲜事物。

这得益于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自

2008 年 “ 限 塑 令 ” 公 布 ， 到 现 在 已 经

十几年过去了，人们早已习惯使用帆布

袋、有偿使用或反复使用塑料袋。带饮

嘴杯盖和纸吸管，不过是“限塑令”的

升级版，人们自然理解。对那些有利环

境保护的新生事物，人人往往持拥抱接

纳 态 度 。 可 见 ， 消 费 者 对 纸 吸 管 的 抱

怨，既不是对环保的抗拒，也不是不愿

意接受新玩意儿，而是针对纸吸管欠佳

的使用感和有待澄清的安全性。

环 保 不 是 牺 牲 吸 管 的 基 本 功 能 ，

不 能 完 全 置 消 费 者 的 使 用 体 验 ， 以 及

人 们 对 食 品 安 全 的 担 忧 于 不 顾 。 不 管

厂 家 还 是 商 家 ， 如 果 生 产 使 用 劣 质 纸

吸 管 ， 或 者 不 及 时 改 进 纸 吸 管 使 用 体

验 ， 那 么 便 是 对 消 费 者 的 不 尊 重 ， 还

可 能 触 碰 法 律 红 线 。 无 数 先 例 说 明 ，

商家只有真正尊重消费者，才能得到消

费者的青睐支持。

消费者对纸吸管安全问题的担忧，

应该引起重视。比如，人们吐槽的异味

是否真实存在？究竟是消费者的心理作

用，还是纸吸管的质量问题？另外，纸

吸管是否真的容易被泡软并融入饮品？

对此，商家和厂家需要各自甄别调查，

予以澄清说明，打消消费者的顾虑。接

下来也可以通过改良工艺、优化产品，

提升消费者的体验感、满意度。

培养新习惯的最大阻碍，就是旧习

惯。纸质吸管代替塑料吸管后，不乏有

消费者“怀念”塑料吸管的日子，这可

能是因长久的消费习惯或观念，才对初

来乍到的纸吸管带有偏见。不过，从另

一个角度看，打破这种偏见，恰恰要让

消费者体验到纸吸管的环保便捷，如果

现有的纸吸管让人产生不适和不满，那

么偏见误解自然难以消弭。

毋庸置疑，加强白色污染治理是大

势 所 趋 。 有 数 据 显 示 ，2019 年 全 国 塑

料吸管累计产量近 3 万吨，约合 460 亿

根，降解花费的时间可能长达 500 年。

期待美好环境的人们，肯定不希望看到

这样的数据。但如何优化吸管的替代方

案 ， 让 消 费 者 在 舒 适 的 体 验 中 践 行 环

保，尚需各方协同发力。

环保纸质吸管
如何得人心

□ 李依凡

一年前，笔者拿着薄薄几页剧本，

试图和朋友用线索还原一桩现实中并不

存 在 的 “ 谋 杀 案 ”。 在 那 个 寒 冷 的 冬

日，我化身“糙汉”，朋友则成了我的

“敌人”，我们博弈试探，追击真相。虽

然任务失败，但我却开启了“剧本杀”

游 戏 的 新 世 界 。 根 据 美 团 研 究 院 的 报

告 ，2019 年 度 “ 剧 本 杀 ” 行 业 市 场 规

模突破 100 亿元，越来越多像我这样的

年轻人成为它的忠实拥趸。

为什么它会这样迷人？2016 年，“剧

本杀”在国内悄然兴起，逐步在年轻群体

间普及传播，于近年走进大众的视野。该

游 戏 起 源 于 欧 美 派 对 ，直 译 为“ 谋 杀 之

谜”，玩家由 5-7 人组成，根据剧本线索，

在 4-7 小时之内进行推理，还原故事、完

成任务。

从游戏性质出发，爱推理是不少人

选择“剧本杀”的初衷。玩家化身“福尔摩

斯”，通过剧本信息，拼凑故事、完成最终

任务。伴随游戏深入，在迷雾般的线索中

抽丝剥茧、还原真相，玩家的掌控欲和征

服感会更加强烈。

同时，开放式的独特体验更让人欲

罢不能。由于剧本仅交代故事和人物背

景，游戏会通过预埋节点的方式，让玩家

进行选择，推动接下来的故事发展。对玩

家来说，当下的选择成就了独一无二的

游戏体验。同时，和不同小伙伴玩游戏也

会擦出不一样的故事火花。“推理+开放

剧本”开启了多种可能性，让玩家在探索

的道路上停不下来。

角色扮演也是一大亮点。在游戏中，

玩家需要全身心地投入角色，阅读剧本

时需要充分揣摩角色心理和人物动机。

有时为了任务，玩家需要化身“戏精”，充

分运用“阴谋诡计”。“剧本杀”成为年轻

人短暂放飞自我的窗口，能够让玩家从

“打工人”生活中抽离出来，在 4-7 小时内

沉浸一段别样“人生”。

“剧本杀”之所以好玩，还在于能突破

重复和套路。当有人因强逻辑推理而被某

些游戏“劝退”时，“剧本杀”却有五花八门

的剧本在等着你。仅从剧本来说，在本格推

理基础上，又增加了变格本、情感本、欢乐

本、阵营本⋯⋯你可能会在深夜为情感本

的剧情痛哭流涕，你可能会在欢乐本的剧

情里“嗨”到不能自已，你可能会因为恐怖

本中光怪陆离的神鬼脑洞而感到后怕。总

之，“剧本杀”正开发更多类型的剧本，以满

足新玩家刁钻的口味。

在沉浸“剧本杀”的过程中，不少商家

还 注 重 运 用 道 具、特 殊 音 效 ，通 过 与 DM
（游戏主持人）互动营造出剧本游戏所需要

的氛围。为了打造更真实的体验感，不少店

家还会加入实景换装体验，将纸面思维游

戏立体还原到现实生活中。

其实，对年轻人来说，“剧本杀”不

仅 仅 只 是 娱 乐 。 抽 离 出 “ 玩 ” 的 部 分 ，

“ 剧 本 杀 ” 也 丰 富 了 年 轻 人 的 社 交 渠 道 。

“剧本杀”不光能和朋友玩，用以联络感

情；还能和志同道合的陌生人拼桌，基于

兴趣聚合的人们往往能擦出奇特火花。剧

中游戏人物的互动，也能在短时间内拉近

人与人的距离。

新的行业往往意味着新工作机会，年

轻人在“剧本杀”产业蓝海中能扮演的角色

有很多。比如成为剧作家，编写情节曲折离

奇、引人入胜的剧本；成为专业 DM，体验

到推荐好剧本，为玩家带来理想体验等的

职业归属感。

近日，有媒体曝出上千本剧本的电子

版价格仅卖 9.8 元的新闻。此外，剧本涉黄、

店家资质不全等问题也时有发生。在我看

来，盗版只会伤害原创者的创作热情，另外

剧本涉黄、店家资质不全等擦边球和不规

范现象，也是该行业发展要引起重视的问

题。这些乱象对年轻人的休闲娱乐、对刚刚

兴起的“剧本杀”产业，都不是件好事。

年轻人为何爱上“剧本杀”

“年度歌单里排名第一的是哪首歌？”“未来十年你的人生规划？”“有没有被甩过？”最近，这种别人能够匿名向自己
提问的“提问箱”得到年轻人的钟爱。匿名提问类型涵盖了学习、生活甚至是隐私的方方面面。无论是释放好奇还是解答
困惑，“匿名提问箱”正在为当下的互联网社交建立全新的互动关系。（《扬子晚报》1 月 4 日） 漫画：徐 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