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调查
■ �

10
2018年6月1日

星期五

□主编：戚劲松
□责编：张春华

周
刊

潮
流
风
向
标

13982899765

旅游~汽车
美食~娱乐

五花八门的微信朋友圈
晒的是你的“格局”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刷朋友圈已经成了人们每天必不可少
的一个项目。在万能的朋友圈里，我们可以嘚瑟休假与美食，收获点
赞，可以吐槽奇葩事，甚至可以默默地关注自己喜欢的人的动向等
等。但是，随着微信好友越加越多，朋友圈开始变得“五花八门”。

朋友圈作为一个社交平台，大家都
喜欢在这里来分享自己的生活，于是，一
大波爱娃爱得深切的父母掀起了各种晒
娃风，大至萌宝的时尚大片，小至萌宝的
吃饭睡觉走路照，都引来了无数点赞。

市民小刘当宝妈一年了，“生孩子之
前，我很少发朋友圈，但是生了孩子后，
我感觉我要变成‘晒娃狂魔’。”小刘说，
有了女儿后，她最喜欢的就是拍下她和
女儿在一起共度的每时每刻，照片传至
微信和朋友分享。“我是这么看朋友圈晒
娃这事儿的，其实这个就是记录生活的
一种方式，看着她一天天的长大我心里
的幸福感是无与伦比的。”小刘说。

90后的小周说，她虽然还没有孩子，

但是朋友圈已经被各种晒娃轰炸了，大
多数朋友会将孩子不同阶段的照片传上
去，有刚出生的，有满月的，有在吃奶的，
有在睡觉的，有学走路的，有上幼儿园的
……她常常跟朋友开玩笑说，“我在朋友
圈里看着你们的孩子长大，而且是一个
赞一个赞拉扯长大。”

然而，朋友圈毕竟是网络平台，朋友
圈上晒娃大家也不要忘记有风险，“晒
娃”一定要谨慎！业内人士建议：不要用
孩子照片作为头像，更不要透露孩子的
名字、生日、幼儿园、常去的地方等等。
此外，不妨限制一个分享的范围，以分组
的形式给亲人和一些有孩子的朋友看。

朋友圈里掀起“晒娃风”A

“我的儿子XX正在参加XX比赛，
请投XX号”……，近几年，许多人的微信
朋友圈被各种“投票”链接围攻，每天都
收到请求帮忙投票的信息，朋友圈被投
票刷屏，让人感到很不舒服。采访中，每
个市民都遭遇过朋友圈投票，市民小林
把这个朋友圈里拉票的现象称之为“情
感绑架”。

小林说，在她的朋友圈里，几乎每个
月都会收到一两个好友发来的帮忙投票
的链接。“那些直接点开链接投票的话，
我会投，至于那些要关注什么公众号，或
者登录后并确认公开个人微信信息的，
我都会关掉，不得投。”小林说，有的投票
链接还需要关注公众号，公开个人信息，
特别是输入自己的姓名和手机号码，这

难道不是存在泄漏个人隐私的风险吗？
市民小王说，他收到的投票活动是

各种各样的，像“最萌宝贝”“优秀员工”
“XX代言”等等。“开始还会认真看看再
投票，后来就是朋友发个链接，我打开投
一票就好了。”小王说，如果仅仅只是自
己帮忙投票还好，有些朋友还“强迫”转
发到朋友圈，帮忙拉票，对他人造成信息
骚扰，特别无奈。

专家建议：网络投票要特别注意不
要透漏个人信息，尽量关闭个人位置信
息功能，安全使用网络，确保个人隐私的
安全，对于朋友圈里所发的网址链接谨
慎点击，防止手机被犯罪分子趁机植入
木马等病毒。

朋友圈成拉票圈B

近几年，微信朋友圈俨然成为了一个网络商场，
保健品、床上用品、化妆品、农产品等一系列商品的
图片和信息不断刷屏。记者了解到，微信中的代购
以化妆品、包包、服装、母婴产品、保健品等为主,包
括来自美国、法国、日韩、香港等地的所谓正品,但实
物无从考证。朋友圈里的代购主要以在朋友圈宣传
产品为主,有时一天发三四遍,配发多种图片文字。
采访中，很多市民表示，被“代购”刷屏让很多人很无
语。

“忽如一夜春风来，大家都在做代购。”市民小张
调侃道，她朋友圈里的代购五花八门，由于大多都是
认识的朋友之类的,即便不能拉黑还是要屏蔽朋友
圈。小张说，最令她无语的是，有的代购销售的面膜
在百度里搜索不到任何信息，却被他们称为是巨星
代言的神奇补水面膜。

在此，提醒朋友圈里的消费者，请谨慎购物，购
物前需要具备一定的鉴别能力,除了看商品的宣传
图片外,还要注意货源渠道、交易安全等等。

代购霸屏 朋友圈变身“生意圈”C

昨天是自拍在海边的度假照，今天是海
鲜大餐配上商场血拼的战果……如今，越来
越多的人都喜欢生活在朋友圈里，吃饭要晒，
旅游要晒，购物要晒，各种晒……他们刷存在
感，期待点赞和关注。

“过得好不好又不是看照片，过好自己才
是王道!”市民小陈说，在她的朋友圈里就有
一个好友，特别喜欢晒外出游玩的照片，但是
这些照片晒的不是美丽的风景，而是她的自
拍和吃喝玩乐。“以前我还会给她点赞，久了
后，也就生厌了，直接略过她发的朋友圈了。”
小陈说，她曾经阅读了一篇文章，上面写道，
一位肤白貌美的女神，每天在朋友圈晒图，旅
行、美食、购物、健身、参加party……各种精
致优雅的小生活，收获各种疯狂点赞。然而，
高点赞背后却是另一番景象，屋里像个垃圾
场，床上、地上堆满了吃过的盒饭、穿脏的衣
物，唯一的那小块空地，用来摆拍照片发朋友
圈。

在此，不禁让人感叹，真正有趣的人都藏
在屏幕外的生活里，这跟金钱、颜值、家世都
没关系，源于深到骨子里的灵魂。而不只是
在朋友圈过得好，好看的皮囊全靠P图。

在朋友圈里有这样一类人，他们常常散
播负面情绪，满腹牢骚，对生活和社会现象常
常不满，将自己的负面情绪传递给别人，让人
不喜欢。

市民小肖说，受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影响，
他的朋友圈里，有很多好友都喜欢宣泄情绪，
埋怨这抱怨那的，有时候看到朋友圈都会觉
得身边的负能量特别多。

小肖说，他有一个朋友，平常待人处事整
体还算热情，但是有一个让人接受不了的地
方是，这个朋友遇到什么烦心事儿就喜欢和
大家抱怨，什么和老公吵架了、孩子不听话
了、婆媳关系不和睦了……感觉每天在她身
上都会发生不顺心的事儿，而这些事她也必
须向朋友倾诉才行。此外，她还会把各种不
满的情绪在微信上复述一番。一两次抱怨还
能换来大家的同情，时间长了大家就感觉她
像祥林嫂一般。“别人都说坏情绪是传染的，
虽然她的那些事与我们无关，而且也都算不
上什么事儿，可是总这么唠唠叨叨，说的人没
烦，看的人早已经烦了。小肖说，针对这些宣
泄情绪的朋友圈他选择眼不见心不烦。

情绪宣泄的“垃圾桶”E

□本报记者 洪叶

朋友圈秀“风光”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