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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服务到人
更服务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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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诅咒帖”像吃了苍蝇 人物：楼先生 年龄：45岁 职业：淘宝店主 家住：南苑路怒
楼先生是淘宝店店主。为了方便顾客

联系咨询，他的手机号码是公开的。而他

的微信号就是手机号，所以常常有陌生人

加入。闲着没事时，他喜欢刷朋友圈，看着

一群熟悉或陌生的朋友每天晒晒美食、旅

游或孩子。这本来是件挺舒服的事，可一

旦遇到诅咒贴，他的好心情顿时消失。

“不回帖就怎样怎样，不但诅咒本

人，还连带家里至亲至爱之人，真让人觉

得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做生意图个吉

利，虽然不想大骂几句回过去，可心中还

是不爽，怕乌鸦嘴应验。”楼先生说，此时

如果很无奈地回了贴，就会中了发帖人

的鬼伎俩，让他阴谋得逞。很多时候，他

会在转发或不转发间纠结。

如今，楼先生解决了这种矛盾。他看

到这种“诅咒贴”就主动拦截下来，在贴上

回上一句“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或“孽

秽而生，源者自受”。 这样一来，他能让

自己好受些，也能让发“诅咒贴”的人到此

为止。

朋友圈嬗变成商业圈
大多数网友表示厌烦

记者对 30 位读者和“永康生

活百事通、永康门业交流群、永

康电动工具信息群”等 5 个 QQ

群发出“你最喜欢朋友圈里的哪

类 人 ？ 你 讨 厌 朋 友 圈 里 哪 类

人？”调查，收到30位读者和89位

网友的回复，其中 96 人表示，收

到过微信“朋友圈”里令人厌烦

的信息。

收到令人厌烦信息的 96 人

中，61 人表示最不喜欢看到诅咒

贴和谣言帖，30人表示讨厌“营销

代购”和“帮忙投票”，5 人表示不

喜欢无病呻吟者、晒富、刷频、集

赞、测试。对自己不喜欢的信息，

一次两次还能忍受，次数多了会

采用屏蔽的方法，以免骚扰。

119 位受访者中，有 87 人喜

欢看朋友圈内大家生活的近况

（最近全家旅游、美食、孩子的学

习玩乐等）、趣事（比如一些社会

新闻）以及有趣的文章（能给人

带来一定知识或认知）。剩余的

32 人表示喜欢看一些生活窍门、

同行间值得学习的内容、好的摄

影作品、心路感悟类文章、能带

动人健康向上的兴趣爱好分享

和孩子教育知识等等。

七成微友爱看趣事和有用美文
“永报姐妹花”调查微信朋友圈信息交流情况

□记者 周灵芝 章芳敏

“早晨起床先刷一下微信朋友
圈，看看朋友们昨晚都在忙些啥；
晚上睡觉前刷一下微信朋友圈，看
看这天朋友们都发生了什么事。”
这已经成了很多年轻人的生活习
惯。刷着刷着，你会从中学到许多
知识和快乐，你也会发现一些影响
心情的信息。比如，朋友圈内有人
不断推销产品，有人悄悄做起微信
代购，还有人忙着给亲朋好友拉选
票。

“你最喜欢朋友圈里的哪类
人？你讨厌朋友圈里哪些信息？”日
前，“永报姐妹花”工作室记者通过
入室、QQ群等对市民和网友进行了
调查。

“营销代购”重复发只得屏蔽 人物：胡女士 年龄：41岁 职业：公司职员 家住：九龙锦湖苑恨
胡女士说，她的朋友圈里至少有 10

位朋友做了“微商”。有卖化妆品的，有

卖减肥药的，有卖食品的，有卖内衣内

裤的，还有卖保险的。这些“微商”朋友

每天都会重复发一些产品图片，或者晒

一下当天卖出去的产品及收入。还有

几句微商常用的名言：“不要问我能赚

多少，当你问这句话的时候，你的思想还

停留在给别人打工的阶段。我只是你的

仓库，能挣多少得问你自己想挣多少。”

“看着朋友们这么拼，我也不好意

思打扰。原本可以相安无事，可最近总

有朋友让我捧捧场。刚开始，做食品的

朋友让我买糕点尝尝，我还积极配合。

买东西吃一下，既不影响朋友间的关

系，也可以一饱口福。后来，做微商的

朋友陆续拉我捧场，还有的直接拉我做

代理。我就有点受不了了。”胡女士介

绍，实在看不下去每天的“刷屏”行为，

她只能将这些“微商”屏蔽，在微信上选

择了“不看他的朋友圈”。

“帮我投票”让久未联系的朋友“冒泡”人物：黄先生 年龄：40岁 职业：个私业主 家住：龙域天城哀
绝大多数人都可能遇到过这种情

况，打开微信，发现一位久未联系的朋友

发来了信息。刚开始挺兴奋的，结果打

开一看，内容是“亲，我家宝宝在参加一

项宝贝评选大赛，帮我投个票吧。点进

链接，关注一下公众号就可以了。每天

都可以投一票哦。”类似这种求帮忙投票

的信息，黄先生觉得很烦。

黄先生说，近两年来，各种远的近的、

多年没有联系的亲戚朋友，一冒泡就是请

他帮忙给孩子投票，指定几号选手。这种

投票活动，一般与舞蹈、书法、摄影等作品

评选有关。评委会美其名曰公众评选，选

票高者获胜。其实，很多人都不会真正看

作品，只是碍于情面就直奔主题投票了。

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得票最高者，家长

把各种关系都用上了。

“这样得来的名次，真的有意思吗？

我是很讨厌这种拉票方式的。”黄先生

说，他的儿子今年11岁，曾参加过一些比

赛，也曾需要拉票投票，可他从未将拉票

链接转发给任何朋友求“帮忙投票”。他

觉得，靠这样的拉票方式获得的名次太

虚。他的妻子也很赞同他的做法。

张女士有一儿一女。早些年，她为

了照顾孩子，离开职场回家当了全职太

太。去年9月，女儿去外地上大学，儿子

也过上高中住校生活。现在，她有大把

空闲时间需要打发。她最大的爱好就

是刷朋友圈，看看朋友们近期的生活。

“朋友圈里有人爱好旅游。她发上

来的帖子常常介绍‘上哪里去玩、该怎么

搭乘车或者自驾车该如何开、旅游目的

地的风景如何’。看到这些信息，我就

能知道那儿是否值得一去。如果值得

去，我便会将线路记下来，趁节假日带

家人一起去。”张女士介绍，去年她就是

通过朋友圈的帖子介绍，一家人去了趟

菲律宾，按照帖子上的线路图和吃住等

信息，玩得很开心。

“我还喜欢看一些生活趣事或振奋

人心的文章。”张女士说，前期有朋友向

她抱怨孩子不听话，学习成绩跟不上很

着急，她就与朋友分享了一篇在朋友圈

里看到的关于“每个孩子都是一粒花种

子，只是花期不同”的文章，让她“相信孩

子，静待花开”。朋友觉得十分受用，遇

到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总会找她交流。

生活的“正能量”让人受益匪浅 人物：张女士 年龄：44岁 职业：全职太太 家住：银都花园乐

调查后记J
“朋友喜欢打球，我喜欢打牌，以前是风

马牛不相及。自从有了微信，我看他天天打

球，汗流浃背就随口说了句想跟着他学。结

果，他第二天就来约我打球了。我就想着跟

他试一次。没想到这一试，我还真迷上了打

球。”叶先生说，他是微信的受益者，原本天

天打牌，一打牌就想抽烟，影响健康。现在，

他每天打球。半个月前，他进行体检后得

知，居然连以前的脂肪肝都消失了。

除了打球，叶先生还会在周末带着

妻子和孩子去爬山和野炊。这也得益于

微信朋友圈里的朋友们。起初，他只是

好奇一大群老大不小的人去野炊有什么

意思。去了一次后，他发现还真有“与众

不同”的快乐。所以，朋友圈里大伙约爬

山野炊，他就去报名。现在，大家一有活

动就叫他。以前打牌不着家，妻子和孩

子对他意见大。现在，他常带着妻子去

爬山野炊。双方交流的时间多了，夫妻

间的矛盾自然而然就消失了。

“现在，我和妻子还喜欢看一些观赏性

强的图片和心灵感悟类的文章。我们向往

图片中的风景，相约假日出门旅行。我们

还对心灵感悟类的文章进行探讨交流。”叶

先生说，如果用打牌时输的钱来支持一家

人偶尔出去游玩、办一张打球的年卡绰绰

有余。此外，家庭和睦更是无价。

积极的爱好兴趣总会吸引人 人物：叶先生 年龄：47岁 职业：经商 家住：金胜路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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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喜欢看到诅咒贴和谣言帖

96人收到厌烦信息的反应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