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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动态

用户担忧
感觉胸口被打了一拳
看到网上有人说人人网登

不上去后，吴先生赶紧登上去试
一试，结果果然网站打不开了。

“其实我很久没上这个网站了，
但当网站真的关闭的时候，我突
然若有所失，感觉胸口被打了一
拳。”

作为一名85后，吴先生还在
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玩人人网，
当时人人网还叫“校内网”。他
加入了自己从幼儿园到小学、从
中学到大学的所有班级社区。

“我们80后这一代人小时候都没
有手机，最多就是家里有一台座
机，所以老同学留下的联系方式
不会很可靠，没几年大家就失联
了，但人人网让大家又重新聚在
了一起。”

在网上冲浪最火爆的时
候，吴先生几乎每天都泡在人
人网上，那时不断有老同学会
把童年的记忆发上来，各种图
片，各种碎片化的文字，各种信
息，当然还有各种告白。有一
次，一个高中男同学在社群里
对一个女同学表白，“我今天把
三年想说却不敢说的话说了，
我喜欢你。你爱咋地咋地吧。”
后来吴先生听说，他们真的走
到了一起。

“那时还没有微信的校友
群，人人网其实就承担了一个社
群的功能。真的，十几年玩下
来，我的青春全部都在里面了。”
吴先生说，虽然他已经不玩人人
网很多年了，但他真的不希望这
家网站消失。“别把我的青春纪
念册弄丢了！”他说。

网站回应
“只是升级，没有关闭”

既不经常登录，但也不希
望网站就此消失，这恐怕正是
80 后一代对人人网的复杂心
态。有人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
喻，现在的人人网就像是一个时
间胶囊，藏着不少人的“中二”青
春和“黑历史”，对于这个“时间
胶囊”，人们经常会忘记，但真的
胶囊丢失了，他们又会捶胸顿
足。

青年报记者就此致电人人
网，相关人士表示，他们目前确
实处于暂停服务的状态，对于未
来，其实在有关公告中已经说得
很清楚了，暂停服务并不意味着
网站关闭，他们只是在转换赛
道，寻求升级，一旦找准了新路，
就会适时重启。

至于人人网上的那些海量
的青春记忆，该相关人士也表
示，他们会努力地保护数据安
全，绝不让任何不法之徒有窃取
盗用的可能，并且最终会给网友
一个交代，每个人的青春纪念册
不会丢失。

不过不少人对人人网能否
重启持怀疑态度。90后的朱小
姐也曾是人人网的忠实用户，她
告诉记者，过去很多网站的关闭
都是以“升级”为理由的。“我自
己想想他们想重启也没有那么
容易，因为真的是没有人玩了，
现在登录网站的人都很少，更不
要说一个社群网站了。不过，人
人网就此关闭也确实让人感到
可惜。起码他们已经早一点通
知，可以让人有时间把资料保存
下来。”

繁荣不再
社群网站何去何从？
其实在微信群兴起之后，社

群网站就开始走下坡路。在人
人网之前，主打职场社群的开心
网就已关闭，引发一阵叹息。而
就人人网本身而言，其红火的日
子其实过得也不算长。

人人网前身为校内网，创办于
2005年。2006年，千橡互动收购了
校内网，并在2009年将其更名为

“人人网”。人人网聚焦于校园市
场，以各高校学生及白领为主要目
标受众，积累了广泛的用户，2010
年底注册人数高达1.7亿。

不过好景不长，2013年人人
网增加了游戏、团购和视频等业
务后，就出现了持续亏损，随后
人人网又转向互联网金融、直播
等业务，也均以失败告终。其功
能逐步被各种移动互联网端的
社交平台所取代。

在遍地微信群的时代，社群
网站何去何从？吴先生对记者
说，其实他们80后一代，还是有

“网站情怀”的，毕竟大家接触互联
网都是从登录网站开始，所谓“上
网”，也就等同于“打开页面”。也
因此，榕树下、开心网、天涯，包括
这次人人网的消失，才会在80后
一代中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响。

但问题是，社群网站不能永
远都靠网友的“网站情怀”活
着。如何激发大家的情怀，让大
家都回归网站，这是一个当务之
急。“现在的很多社区网站都像
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他
们已经与时代脱节了。换赛道，
换成什么赛道？这是一个需要
去长期思考的问题。”吴先生说。

青年报见习记者 朱彬

本报讯 感受法治宣讲、齐唱
法治歌谣、诵读宪法、打卡法治游
戏、学习法律常识、开展法律咨询
……第11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
际，华东政法大学团委在长宁苏
州河华政段法剧场开展了一场

“花样”普法，以集市为载体，用互
动交流、沉浸式体验、集中展演等
多样化形式，探索“花样”普法路
径，多角度开展风格各异、精彩纷
呈的“花样”普法，让法治理念深
入大中小学生的心中。

本次活动是华东政法大学团
委在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上海
市法治宣传教育联席会议办公室
和上海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
办公室指导下，打造的一场“宪法
在我心，法治伴我行”——大中小
法治教育一体化社团集市。

在普法集市中，学生社团
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的志愿者
们从青少年的学习兴趣角度出
发，通过将法治元素与互动游戏
融合。“向霸凌说不”“拒做职场
菜鸟”等摊位成为追捧亮点，大

中小学生通过投壶、飞行棋、卡
牌等方式，完成关于《未成年人
保护法》《劳动法》《民法典》等相
关法律知识问答，在轻松愉快的
氛围中学习法律常识。

“华东政法大学，这所坐落
于魔都上海的法学殿堂，自诞生
之日起便承载着培养法律精英
的重任……”大中小学生在学生
社团大学生当代马克思主义理
论发展研究会志愿者的带领下，
深入法律学府，探索法治奥秘，
感受法律力量。“听了前辈们的
故事，感触很深。特别是看了

‘帐篷精神’的雕塑后，让我感受
到了老一辈法律人的意志与决
心。”华东政法大学附属中学姚
禹同学赞叹道。

“一带十景”中，清韵悠扬的民
乐、低眉婉转的戏曲、古艺绕梁的
汉韵……一幅幅多彩文化画卷向
大中小学生们一一展开，沉浸式传
统文化体验感Max！汉服飘逸，书
简流转，画笔生辉，传统艺术在这
里得到了完美的展现。大家仿
佛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到了传统
文化的瑰丽与法治文化的庄重。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通讯员 吴斯琦 奚桐

本报讯 教育部最新公布的
第七届省属高校精准帮扶典型
项目推选中，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沪滇同行-LED补光技术焕发橡
胶林生机，万亩林下中草药推广
与示范》名列其中。这一项目的
落地，让西双版纳的一片橡胶林
从贫瘠到焕发新生机。

橡胶林作为我国四大天然
战略资源之一，在云南和海南地
区建设面积已经达到1667.6万
亩。随着近年天然橡胶价格持
续低迷，西双版纳橡胶林下是大
片被树冠遮蔽、被硫磺污染的土
地，林下的作物几乎无法生长。
如何让橡胶林下生“金”，进一步
推动国家天然橡胶生产保护区
建设，实现经济和生态的双提
升，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理学院邹
军教授团队开启长达五年的探
索与实践。

“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
让这片胶林下的土地重新焕发
生机。要绿色、要生动、要环

保。”邹军从生态文明发展理念
出发，带领团队大胆进行橡胶林
下补光技术的研发与推广，为发
展橡胶林下种植提供了一份大
有可为的答案。

采集搭建数据库、数据处理、
实验验证……无数次跨越沪滇两
地，2000多公里竟成为“最近的距
离”，团队在突破一个个难题后，最
终构建出“橡胶林下生态系统”和

“林下种植示范田”新生态系统。
现在，这些补光灯成为了这

片土地的守护神。白天，LED灯
是植物的“专属太阳”，提供着光
合作用所需的能量；夜晚，它们
则变身为“稻草人”，利用蚊虫的
趋光性，诱捕害虫。这一创新不
仅提升了林下物种多样性，还恢
复了土壤的肥力，提高了橡胶的
质量，增加了农民收入。

目前，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还
与中国医学科学院云南药物植
物研究所、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以及西双
版纳绿色食品及乡村产业发展
中心联合成立了“一带一路”南
药工程中心上海育种扩繁基地。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12月2日，上外“中
文学院成立仪式暨中文学科建
设研讨会”在松江校区国际教育
中心举行。上海外国语大学党
委书记尹冬梅、校长李岩松共同
为中文学院揭牌。

上外在原国际文化交流学
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等基础上，
升级组建中文学院，进一步发挥
学校语言文学研究优势，整合中
文学科资源，夯实中文学科建设
基础，建设特色中文学科，培养特

色卓越人才，更好服务中外人文
交流。中文学院的成立，是上外
在新时代背景下对外国语大学中
文学科转型发展的探索与创新，
是学校以“新文科”建设赋能跨学
科知识创新与交叉融合，凝聚合力
打造一流中文学科的重大举措。

此次中文学院的成立，将进
一步优化上外现有学科布局，有
效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协同发
展，为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等传统
优势学科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
究提供支持，为学校加速推进高
质量、内涵式发展注入新动力。

青春纪念册打不开了
人人网暂停服务，社群网站该走向何方？

11月底吴先生就发现人人网登不上去了。12月2日，他终于看到
了那则令他伤感的通告，人人网在公告中承认，他们的网站已经停止服
务，正在升级之中。“别把我的青春纪念册弄丢了！”吴先生对青年报记
者说。人人网相关人士对青年报表示，他们会保护好网友的数据，人人
网不会消失，但何时重启尚无定论。 青年报记者 郦亮

华政举办法治教育
一体化社团集市

上应大“专属太阳”
入选精准帮扶典型

上外成立中文学院
探索学科转型发展

人人网发布停运公告。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