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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冤不冤？
开锁师收救灾消防车300元开锁费被罚5000元

表情新闻

一家银行有17个app！
app泛滥成手机“不能承受之重”

赞不赞？
怀孕女医生边吸氧边手术：我歇了同事工作量就大了

方言表情包

微信聊天少不了使用各种

有趣搞笑的表情。在微信表情

商店，输入关键字“方言”，搜索

出的表情包难以计数：河南、安

徽、武汉、陕西、潮汕……相对小

众的邯郸方言，表情包也有 3

款。有学者指出，在“土味文化”

流行的时下，方言表情包既是网

络青年个体的娱乐，更是群体的

表达。

■相关链接

给方言来次“互联网+”

最近，一头讲河北沧州方言

的小狮子开始不断地出现在“狮

城”沧州市民的微信聊天中，它一

会儿秀杂技、一会儿吃特产。这

款“狮城狮子民俗篇”表情包，由

沧州市网信办特别设计推出。它

被赋予了“增加文化认同、体现沧

州特色，推动沧州文化走出去”的

重任。

离开家乡19年后，80后创业

者肖飞（化名）也在老家河北省正

定县狠狠地刷了一把存在感——

将“土得掉渣”的方言制作成“正

定方言”表情包，瞬间“霸屏”正定

人手机。

对于制作方言表情包，肖飞

的自我要求是，一定要用得上、有

意思。针对互联网传播小成本试

错、快速迭代的特点，肖飞利用字

库手写体快速制作了两个版本的

正定方言表情包，在微信表情商

店先后推出。曾在时尚杂志从事

平面设计的妻子又从 48 个方言

词语中精选出16个，亲自为其配

上卡通配图。今年3月，“正定方

言3”正式推出。

谈起时下在互联网上受到

追捧的方言表情包，河北师范

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位迎苏

表示，相较于之前将喜怒哀乐

都“写”在脸上的“大黄脸”，更

加直观并且场景化的“动图”方

言，可谓是“表情包界”的一次

演进迭代。这类表情包在隔空

对话状态中，会将双方潜意识

中共同的地方文化记忆瞬间激

活，让双方能捕捉到地方文化

中只可意会的“梗”，双方距离

感也会瞬间拉近。

“方言和普通话的融合，从一

个层面显示出以方言为载体的地

方文化的生命力。”位迎苏认为，

时下大量方言表情包的制作推

出，是青年自发对方言进行的一

次“互联网+”，而这也同样体现

出方言乃至地方文化在互联网时

代的生命力。

（来源：中国青年报）

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app丰富和便

利了人们的生活，成为各行业争夺互联

网赛道的一个发力点。然而，app大有泛

滥之势，成为用户“指尖上的负担”。

“在银行开个户，多了 10 个 app。”

在外企工作的白领田原抱怨道。刚刚

在银行开完卡的她，又在工作人员指引

下下载 app。为验证已下载 app 的真

伪，她在app store搜索开户行名称，居

然出现了涵盖手机银行、理财、校园、购

物、导航等不同业务的17个app。

不少受访者说，同一家电商，不仅

有商城app，金融app，还有超市app；同

一座城市，公交用1个app，地铁要装1

个app，去医院挂号每家医院都要下载

1个app，办理政务每办理1项需要1个

app……日前，工信部对市场上各类app

进行统计和监测的结果显示，我国移动

应用程序总量高达449万款。

曾经app带来的“一部手机在手，吃

穿用行都有”的便捷，逐渐迷失在应用

海洋里，成为手机“不能承受之重”。多

个APP的能耗累加，会给手机寿命、性

能、响应速度和温度带来显著影响；APP

泛滥成灾，个人信息更有泄露之虞。

怎么办？整合是王道。各行业、各

行政事业系统都应有APP建设的统一

制度设计。建立健全APP开发审批制

度，考量 APP 建设的必要性、实用性，

避免重复建设、资源闲置，尤其要避免

一个单位多个部门各自为政，打造多个

功能分散的 APP。整合 APP，减轻“指

尖负担”是便捷生活、科技向善之必须。

（来源：新华社）

8 月 13 日，被台风侵袭过的“蔬菜之

乡”山东寿光，一场开锁风波，让舆论风暴

又回到了这座小城。

一台越野救援车在经过寿光市纪台

镇一处积水路段时，为避让行人，左前轮

不慎驶入排水沟，造成部分车身泡水。车

上人员转移消防器材的过程中，车门意外

落锁，钥匙被锁在车中。

当事消防员通过拨打开锁电话，联系

上了28岁的开锁师马小涛。驱车三四十

分钟到达现场后，马小涛尝试了两种工

具，七八分钟后，成功将车门打开。

“正常应该收费四五百元，这次情况

特殊，我收了300元。”马小涛的收钱行为

遭到网友诸多质疑：称其“不该收救灾子

弟兵的钱”、“趁火打劫”、“坐地起价”。

当晚寿光市场监督管理局联系上他，

以没有明码标价为由，决定对其公司顶格

罚款5000元。

马小涛称，店里确实没有明码标价，

但他没有坐地起价，“网上有人说我趁机

涨价10倍，这不是事实。”

不过，马小涛也认同一点：向参与救

灾的消防员收费确实不妥。

争议之下，马小涛关了手机，在店门

前贴出致歉书：退回300元，承诺为救灾车

辆、受灾群众免费开锁，为当地60岁以上

老人免费开锁。

“如果以后还能一直在寿光做开锁生

意的话。”他说。 （来源：新京报）

8月13日下午，江苏常州二院手术室

出现感人一幕：该院怀孕8个月的甲乳外

科医生杨梅在给病人做手术时突然出现

假性宫缩感到不适，她在同事的帮助下，

吸氧缓解了不适症状后再次走上手术台，

一边吸氧一边坚持帮患者做好了手术。

事后，杨梅奋战手术台的事迹被朋友圈刷

屏。同事们纷纷为其点赞！

据了解，杨梅今年36岁，是该院阳湖

院区甲乳外科医生，也是一位二胎准妈

妈。

记录杨梅照片并发朋友圈的是杨梅手

术室的同事。当问及杨梅这张照片背后的

故事，杨梅有些不好意思。“我没想到同事

会记录我边吸氧边做手术的情况，也没想

到还会引起大家的关注，太难为情了。”杨

梅告诉记者，还有5天，肚子里的宝宝就满

8个月了，产检各项指标一切也都正常。8

月13日上午，她感到肚子紧了一下，出现了

假性宫缩的症状，她第一时间咨询了产科

同事，得知这一症状不影响手术后，她休息

片刻，很快不适症状全部缓解。

当日下午，杨梅有手术，可是她万万

没想到，登上手术台后不久，在手术过程

中又出现了假性宫缩的症状。当时杨梅

胸口有些闷，身体出现不适。手术室的姐

妹们看见她有些难受，知道吸氧可以缓解

假性宫缩症状，立刻给她吸上氧气。不适

症状缓解后，杨梅一边吸氧一边为患者完

成手术。手术中，杨梅没再出现假性宫缩

的情况，手术非常顺利。

“我们科室每周二都是安排的手术

日，大概一天有10台左右，我要是歇下来

了，其他同事的工作量就大了。”杨梅表

示，怀孕期间，她一直得到领导和同事的

照顾，叮嘱安心养胎。她很淡定地说：“我

们麻醉科一位医生的肚子比我还大，也坚

持在岗位上，这都是本职工作，我们也很

热爱这份工作。” （来源：扬子晚报）

网络热词

■陷入排水沟中的消防救援车

■杨梅（右）在手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