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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医药大学举办
生物医药行业招聘会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上海中医
药大学、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以及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联
合主办的2019年浦东新区“创新药”生
物医药行业专场招聘会暨上海中医药
大学2019届毕业生春季校园招聘会，
近日在上海中医药大学体育馆举行。

此次招聘会以“乐业上海 职在
浦东 启航杏林”为主题，来自全国
14个省市的200家用人单位来校广
揽英才，涉及医疗、医药、生物、教育、
养生、健康咨询等诸多行业，1000多
个招聘职位虚席以待，需求人数近
5000人，吸引了1800多名本专科、硕
博士应届毕业生参会。

当天下午举行的浦东新区校园
就业政策推介会上，浦东新区就业促
进中心副主任陈浩向毕业生和企业
深入介绍了浦东新区最新技能培训
政策、创业扶持政策和就业援助政策。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
烈，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积极交流洽
谈，现场面试毕业生千余人次，意向
录用近300人次。

农口青年成长计划
5年设362个子课题

本报讯 记者 郭颖 本市农口系
统青年人才成长计划自2014年首批
项目实施至今，市农业农村委共立项
31个青年人才项目，子课题362个，立
项总经费3340万元。这是青年报记
者近日从第三届市级农口系统青年人
才成长计划成果展示会上获悉的。

据悉，市级农口系统青年人才成
长计划项目主要扶持本市市级农业
科研、技术推广单位，年龄三十五周
岁以下、本科学历以上、未主持过省
部级以上项目的在岗在编科技人员，
开展符合科技兴农项目发展方向，有
创新性或实用前景的应用研究。

去年10月，第三批青年人才成
长计划项目顺利完成验收，本批项目
共立项4项，子课题56个。在参与项
目实施的青年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
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共发表论文
114篇，其中SCI论文27篇，申请或
获得专利45项，编写专业性著作1
本；通过青年人才项目的实施，有3
位青年科技人员开展的相关研究获
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
有9位青年科技人员获得省部级科
研或人才项目的资助。

上海启动水上交通
安全知识进校园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刘晶晶 通讯员
潘洁沣 昨天，2019年上海水上交通
安全知识进校园活动在上海市民办
宏星小学启动，这已经是该项活动连
续第七年走进上海中小学。上海率
先将水上交通安全教育纳入中小学
校日常教育课程，通过“课内”授课切
实加强中小学生水上交通安全意识；
同时还在“课外”开展水上交通安全
教育社会实践活动，不断提高中小学
生自我保护能力。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教授
胡春阳联合复旦新闻学院传播学博
士生王雅琪、周小溪，传播学硕士生
鲍涛发起了关于“高校夸夸群”的问
卷调查。

“90后”的鲍涛是传播学硕士在
读，他告诉青年报记者，当看到“夸夸
群”火了的时候，自己出于一种对传
播现象的专业敏感性，便迅速加入了
几个“夸夸群”，同时自己也创建了几
个群，“自己既是一名参与者，也是观
察者和研究者。”

从3月17日晚上10点到3月18
日下午17时左右，15小时之内，研
究团队在包含清华、同济、浙大、交大
等10个高校微信群收回233份有效
问卷。

问卷结果显示，“夸夸群”的年龄构
成上，有54.79%的群成员在1995年至

2000年出生，29.79%的群成员在1990
至1995年出生。从学历看，49.47%的
人集中在大专/本科学历，44.15%为硕
士研究生。他们加入“夸夸群”的主要
原因为“我觉得会很好玩”，其次是“我
想知道大家都在玩什么”。

通过初步的调研分析，鲍涛认
为，“95后”“00后”在群内一方面希
望通过夸赞发现一个更好的自我，另
一方面更多的是寻求一种自我的呈
现和个人印象管理。

研究团队的问卷对群成员加入
“夸夸群”的主要原因调研，根据群友
自行排序，平均综合得分最高的为

“我觉得会很好玩”，分数为6.36分。
其次是“我想知道大家都在玩什么”，
分数为3.64分。问卷显示，高校“夸
夸群”互动中主要的求夸内容集中在

“生活糗事，如饭卡丢了，上课睡着

等”，其次是“个人压力，如毕业、工
作、作业等”。

加入“夸夸群”后，群成员获得的
感受如何，平均综合得分最高的为

“简直是我的快乐源泉”，分数为3.42
分，其次是“生活不易，自我解嘲并皮
一下”，得分为3.09分。

对于“夸夸群”内的互动内容，
64.89%的人认为群内“充满了正能量
和欢乐”，35.11%认为“其实很丧，但
苦中作乐”。“夸夸群”内的成员是否
会在现实中对周围人进行夸赞？对
此，有36.17%的群内成员选择“经常”
在现实中对周围人进行夸赞，29.79%
的群内成员选择“有时”。

其间，有71.81%的群内成员认
为，“夸夸群”的互动内容虽然没有助
于自己改变现实状况，但是获得了快
乐。

复旦师生发起问卷 调查95后、00后为何热衷“夸夸群”

个体的孤单遇见群体的温暖

本文图片均由复
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
学硕士研究生 鲍涛
供图

高校“夸
夸群”的这波
热潮，正引起
复旦大学新闻

学院的一群师生就传播现
象展开一场观察研究。就
初步问卷结果显示，“夸夸
群”成员半数以上在1995
年至2000年出生。他们加
入“夸夸群”的主要原因为

“我觉得会很好玩”，其次是
“我想知道大家都在玩什
么”。而对于夸夸群的互动
内容，大多数群里成员认为

“充满了正能量和欢乐”，也
有不少人认为“其实很丧，
但苦中作乐”。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研究团队发现，“夸夸群”最近的
热度虽稍有“降温”，但已经延伸到了
商业链条。可以说，“充满了正能量
和欢乐”“快乐源泉”等，也是“夸夸
群”能走红并且相较于“怼怼群”“互
喷群”等有更强生命力的主因。

鲍涛说，有一次，他在交大群发
了一条动态：“突然想，地球是某种高
等物种放在太阳系下的烤肉丸子
吧？感觉自己是个吃货，夸我。”立
即，就有学生回复：“那我们都是芥末
吗？夸。能吃是福，文采清奇，夸。
想象力太丰富了，流浪地球2由您当
编剧。夸。”继而，有一些人站队：“把
我说饿了，夸！”

作为一名参与者，鲍涛发现，如
果一本正经地进行夸赞和鼓励，往往
不会得到太多的互动，但是带着轻松
调侃的趣味，就能让更多的同学发
言。“在近一周多的观察中，我看着这
些我们生活中尴尬或难堪的一些小
事被大家用来夸的时候，也会因为这
事有了‘不丧’的视角变得开心和不
那么在意。”鲍涛说道。

根据问卷，“脑洞清奇”的夸赞
方式也是最能让群友感觉到快乐
的。阅读文献是研究生学习生活之
日常。有一次，鲍涛说：“读了好几
篇文献，读不下去了，求夸。”对此，
大多数夸友都说，学习认真、科研扎
实、勤奋用功之类，有一个夸友就四
个字，却让大家一致喝彩，他说：“识
字儿，夸！”

鲍涛称，这也是他个人最感兴趣
的点。当大家开始形成某种固定的
夸赞风格，同一件时发生在自己身
上，别人的回复发已经看过了或者没
有新意，自己或许没有获得很多的乐
感，反而是那些“脑洞清奇”的，让大
家忍俊不禁。

另外，真的是“无论说什么，都会
被无条件夸赞”？鲍涛指出，并不会
如此。高校群中几乎不存在商业夸，
学生们还是有原则的。

作为研究者之一，鲍涛认为，以
“夸夸群”为代表的功能性群火爆，是
广大网民自发聚拢的现象，“夸夸群”
背后是个体的孤单和群体的温暖，个

体在现实中不便于宣泄的情绪通过
网络释放，既维护了学生的自尊心，
又能够获得不同视角的夸赞。

“外界和高校对此进行动态关
注，希望能给予更多的包容和积极
的态度。大学生们思维活跃、也很
聪明、有活力。参与中，学生们在互
动中给予夸赞的人提供了一种关
心，愉悦他人，关怀他人，表示友好，
是很温暖的方式。当然，也有一些
纯粹的情绪宣泄群则出现了让夸友
觉得恶劣的一面，比如“怼怼群”“喷
喷群”本是轻松幽默的调侃或吐槽，
最后变成人身攻击。通过调研，发
现更多的同学并不会加入发生了暴
力的群或者退出发生了符号暴力的
群体，这是一种择善行为。正如孟
子性善说中一样，学生们具有恻隐、
羞恶、是非之心。学生们在学习成
长中，择善这种行为，就值得我们

‘夸夸’他们。”
据了解，团队接下来的研究还将

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目前，研究
团队正在加紧讨论以及完善中。

主要的求夸内容集中在“生活糗事”

“脑洞清奇”的夸赞方式最受群友欢迎

请问您在
下列哪些年份
出生的呢？

夸夸群
火爆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