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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网事@

网络趣图@

近日，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
的一名妈妈将自家宠物狗教宝宝爬
行的视频传至网络，引发网友关注。

在视频中，小狗巴迪正趴在 7 个
月大的女婴艾丽身边，俏皮地向她
示范如何快速爬行；艾丽看到巴迪
从自己身边快速爬过，目不转睛地
盯着它，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据中国日报网）

乐问趣答@

非常网事@

△我性格内向，有一个室友支配欲
很强，老拿我开玩笑。我不想公开和他
闹僵，但也不想一直忍下去，怎么办？

——找一个适当的机会，写张字
条提醒他：戏言不能伤敌，但能伤友，
包括室友。

△据说找工作、谈恋爱，都是漂
亮的脸蛋吃香。我只恨爹娘没给我
生一张俏脸。

——美脸只是推荐信，美心才是
信用卡。

△我在网上能与人很好地交谈，
怎样在现实中也如此潇洒自如呢？

——有两个办法供参考：一是不
把现实中的对方当活人，二是不把网
络当避难所。 （美子）

“千万别报新闻学，因为一年到头
没有假；千万别报学前教育，因为操着
卖白粉的心，赚着卖白菜的钱；千万别
报医学，因为当医生有风险……”

在今年高考志愿填报期间，网络
出现一种新的文体——“千万别报
体”，引发网络造句的狂欢。

一名女毕业生调侃：“千万别报计
算机，因为都是宅男，无从下手。”一名
女生说：“千万别报国际贸易，因为听

起来‘高大上’，结果还在国内混。”
“千万别报××，因为××”这样

的流行范式，非常符合网络传播的欢
乐跟风特征。

从总体上看，“千万别报体”大体
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不少专业的确
存在着专业对口、就业前景、学术前途
等方面的症结性问题，以至于让那些
所谓的“前辈们”深感交了那么多学
费，浪费了4年的光阴，太不值得。二

是跟风吐槽。三是因人而异，而非针
对专业的。专业其实是好专业，但不
一定适合个人发展；或者专业是不错
的专业，但是对某些刚出高中校门的
学子来说，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学术
准备。

对于“前辈们”的所谓“千万别
报体”，学子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尤其不能轻易被恶搞吐槽之
类误导。 （龙厘）

师哥师姐的良心帖

“千万别报体”爆笑走红

坊间热议@

新百家姓排名出炉
看看你“算老几”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说起
百家姓，不少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句
话。而近日，中国最新版百家姓排行
榜出炉了，根据研究，百家姓排名前
三位的是王、李、张三大姓氏。国家
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王李张刘陈杨
黄赵周吴徐孙马胡朱郭何罗高林”为
全国二十大姓氏，其中王姓达到9468
万人，占总人口的7.1%。

@勇娃：你“算老几”？
@王少丽jf：王姓威武。
@葛先森的泼辣小姐：抓狂，我

从来都找不到我的定位。
@绒草木木：勉强挤入前 20，大

户人家的感觉……
（据都市圈圈网）

俩闺蜜拍照俩闺蜜拍照PSPS““双重生活双重生活””

左手北京左手北京 右手悉尼右手悉尼
100天，从北京到悉尼，近

万公里的距离，网友“樊小八”
和她的闺蜜“多拉梦游去太
空”，把反映各自生活的照片拼
接到一起，制作成100幅“双重
生活”作品。

在这组作品中，每一幅
都是由北京和悉尼两地的风
景或者衣食住行等生活场景
拼接组合而成的，浑然天成，
以假乱真。这些拼接照片涉

及各个方面，如餐桌、化妆
台、天空、风景、公交车、斑马
线、道路、商场、咖啡厅、麦当
劳等，甚至有将生活化的照
片通过剪辑制作成的互动效
果照。

6月24日，是二人“双重生
活”的第100天。樊小八在微
博里晒出100张照片，并写了
一篇长微博作为纪念。微博在
发出后，引发网友关注，仅4天

被转发了3万余次。
“祝福你们的未来都美

好，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世界从来不缺创意，这样好
温暖”……看到微博里晒出
的照片，不少网友在对图片
创意和编辑思维赞叹、点赞
的同时，还@樊小八她们，发
去了祝福并希望一起分享温
暖的友情故事。

（宗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