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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消失在朋友圈”的情感实质

近日，话题“为什么好多人都消失
在朋友圈了”登上热搜，引发网络广泛
讨论。想发点生活日常，怕暴露隐私；
想表达个人观点，怕引起争论；想转些
娱乐内容，又怕影响别人对自己的评
价……有不少网友感叹，不知从何时
起，记录日常生活的朋友圈已经越来
越罕见了。

一些人从朋友圈“默默退场”，难
道是表达欲下降了吗？其实并非如
此。随着互联网触达现实生活方方面
面，人们的意见表达途径极大丰富。
在点评软件里评价产品商家、在评论

区里匿名表达看法、在社交平台发布
原创内容……这些行为都展现着人们
旺盛的网络表达欲望。可以说，如今
互联网发展日益彰显多元化，出现了
更多各具特色的平台媒介，为各种群
体提供了多种表达交流的公共空间。

从社交媒体定位上讲，微信朋友
圈的“气质”更贴近知根知底的熟人社
交，更像是现实关系的延伸。“微信好
友”让彼此联系更紧密、了解更深入的
同时，也同样让人有所顾忌，不敢随意
抒发己见。事实上，这种反应也并非
对熟人关系的排斥，应当看到微信如
今集合承担了家庭、工作、个人娱乐等
多维度的关系，不少人的“微信社交
圈”既多又杂，这才是他们日渐成为朋
友圈“旁观者”的重要原因。

随着网络在生活中深度介入，近年
来大众对于个人隐私普遍更加关注，对
于自身的网络形象呈现也更多一番审
慎斟酌。在各种网络平台中，每个人的

“数字身份”都可以有许多侧面。看似
内向社恐的“理工男”，可以是活跃在短
视频平台、粉丝百万的科普博主；工作
忙碌的医院护士也可以分享日常，成为
社交平台中的生活达人。从百般小心

“我能在熟人圈子里说什么”到主动思
考“我能在陌生圈子里展现什么”，都是
探索自我身份的积极过程。

从长期来看，表达欲并非消失，而
是向“陌生”与“匿名”转移。前段时间，
有一群年轻人热衷在社交平台中自称

“momo”以匿名发表看法的现象同样值
得思考。如今，很多人希望“小隐于

网”，既是怕个人观点引发矛盾，也是怕
自己因为几句话就被他人轻易评判定
义。不过与其一味回避，不如提升个体
网络素养与责任意识。网络空间终究
无法与现实脱离开来，无论在哪个平
台、遵循何种表达风格，网络言行都要
顾及他人感受、遵循道德法律规范，把
握好熟人、陌生人社交的尺度和分寸。

“消失的朋友圈”之所以让不少网
友心有戚戚，其实也折射出公众对数字
时代人际关系的重新审视，以及对以往
活跃的“熟人朋友圈”的怀念。但用发
展的眼光来看，网络空间个体表达的渠
道、深度与定位本来就在不断变化。我
们在感叹之余也不妨深入思考，不同的
网络社交圈与交往模式究竟意味着什
么、改变了什么。 （陈之琪）

中秋节大吃大喝前，
这份饮食指南请查收！

鱼、虾、大闸蟹也算是过节的标配了，很多肾脏病患者说，

过节我什么都不能吃、都要限制，那是不是就没有我能吃的食

物了？其实不然，绝大多数肾脏病患者都是可以吃鱼肉的，虾

和螃蟹也可以吃，但是还是要少吃。需要注意，对于有大量蛋

白尿或血清肌酐升高的患者，吃鱼肉就需要限制量；患有痛风

和严重的免疫性疾病及过敏体质的肾脏病患者，对虾的食用

需要注意；螃蟹属于高胆固醇类的食物，且蛋白质含量很高，

肾脏病患者如果过多食用螃蟹，不但会患高脂血症，还会加快

肾功能衰竭，所以对于螃蟹的食用，还是要进行控制。

中秋过节，肾脏病患者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快乐和团圆

而忽略身体的健康，还是要认真遵守医嘱，多吃利于身体和病

情发展的食物。

（来源：科普中国）

变旧为新“换装”治理解难题

变无为有“输血”强基筑堡垒

变偶为常“智能”服务提效能

一、肾脏病患者能吃月饼吗？
中秋节不吃月饼，中秋味就足足少了一半。那肾脏病患者

可以吃月饼吗？答案是可以吃，但尽量少吃，不要吃太多，一次

只吃1/4以下的月饼即可。因为月饼是典型的高脂肪、高钾、高

糖、高磷食物，如常见的五仁月饼和豆沙月饼等，不适合肾脏病

患者食用。所以，肾脏病患者吃月饼，一定要遵循少吃的原则。

同时还要注意，果蔬月饼是一种以鲜果和蔬菜为馅料的月饼，虽

然好吃，但是其中含有大量钾，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排钾能力有

限，吃多了血钾就会升高，很危险。此外，很多人喜欢吃鲜肉月

饼，但鲜肉月饼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食可能会增加氮质血症

和加快肾功能衰竭，应尽量少吃。

二、肾脏病患者能喝酒吗？

很多肾脏病患者觉得中秋节，家人都团团圆圆的相聚在一

起，看大家都在喝酒，觉得自己少喝一点也没事儿。但是，肾脏

病患者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喝酒，因为酒里面含有的酒精具有

一定的刺激性，并且酒是用大米、高粱等粮食酿造的，具有高热

量。肾脏病患者一旦饮酒，就会加重肾脏负荷，不利于患者病情

的恢复。所以，肾脏病患者中秋过节时不要喝酒。

三、肾脏病患者能吃海鲜类食物吗？

中秋节始于宋朝，是我国传统节日之一。这样的美好时节，

对于肾脏病患者而言就开始犯难了，到底该怎么吃？能不能

吃？今天，就带您详细了解一下过节时饮食上都需要注意些什

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孙莹 见习记
者 冀雨欣）发挥党建联盟作用，切实为
群众谋福利，近日，铁西区英雄街道文
苑社区携手党建联盟单位四平一正中
医医院开展了以“名医义务进基层 服
务群众零距离”为主题的义诊活动。

文苑社区党委协调一正中医医院研
究惠民方案，医院邀请长春市中医院肛
肠中心、胸外乳腺科、普外科、泌尿外科
的5位专家教授到四平开展义诊活动。

活动现场，专家教授通过望闻问
切等形式，认真询问居民的病情、耐
心解答疑问。居民们非常珍惜这次

机会，有的居民还带来 CT 片子和病
例，请专家们帮助分析病情、提供治
疗建议，专家教授认真负责地回答解
释居民提出的问题。居民们纷纷表
示，将省里的名医专家请到小区来，
不仅解决了健康问题，还节省了问医
的费用，让群众受益。

文苑社区负责人表示，通过此次
活动，发挥了党建联盟解决作用，更
好地为百姓办实事。在今后工作中，
社区将深入开展党建联盟为民服务
项目，开展更多贴近民生服务的活
动，真正做到服务群众零距离。

名医进社区 老百姓受益
文苑社区组织开展义诊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史祥）日前，伊
通满族自治县关工委举办全县基层
关工委主任培训班，来自全县各乡
镇、街道、县直关工委和中小学关工
委主任近百人参加学习培训。培训
班还邀请县委党校教授作党的二十
大精神专题辅导。

伊通关工委要求各基层关工委要
在学深悟透党的二十大精神上下功
夫，认真做好新时代基层关工委工
作。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青年工

作的论述，切实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
建设，同时要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
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任务，做好
关心下一代工作。要传承好红色基
因，讲好革命故事；以“关爱明天，普法
先行”为主题，深入开展青少年法治宣
传教育；助力乡村振兴，加快现代青年
农民建设，培养一批思想坚定道德高
尚敢作敢为的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型农
民；同时，弘扬“好家教好家风”建设，
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

伊通对基层关工委主任
开展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李林昊）为切实提
升人民群众对《反有组织犯罪法》的知
晓度，全面加强和规范反有组织犯罪工
作，近日，市公安局以“警地融合”工作
为依托，开展系列《反有组织犯罪法》宣
传活动。

活动中，各基层所队利用LED电子
显示屏循环播放《反有组织犯罪法》宣
传视频，组织广大公安民警走进社区、
广场、公园、集市等人员密集区域，通过
印发传单、现场宣讲等方式开展法治教
育，提升市民法治意识；组织法制民警
到学校开展未成年人法治宣讲，引导广
大师生学法守法；邀请律师事务所和办
案民警，结合实际以案说法以案释法，

指导预防反有组织犯罪，引导广大干部
群众运用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各职能部门也在办公区域对前来办业
务群众进行宣讲，解答群众咨询，引导
群众学法用法。

截至目前，共开展各类大型宣传活
动 6 次，发放宣传材料 1300 余份，解答
群众咨询80余人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宣传效果。

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
向市民群众宣传有组织犯罪的社会危害
性，鼓励群众积极检举揭发犯罪线索，增
强人民群众运用法律与黑恶势力作斗争
的能力，为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工作、建
设平安四平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市公安局——

广泛宣传《反有组织犯罪法》
实现扫黑除恶宣传常态化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莉）9 月
14 日，铁西区英雄街道南湖社区携
手铁西区信访局走访慰问百岁老党
员王作相，在中秋节来临之际，为老
人送上节日的祝福和关怀。

慰问人员为老人送上了月饼、
水果等节日慰问品，并和老人及家
属悉心交谈，仔细询问了解老人的
身体情况、生活状况，叮嘱老人要保
重身体，有困难找社区，社区会竭尽
全力给予解决和帮助。“今年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2 周年，我也正好 102
岁，我和党同龄。正因为有了党和
政府的关怀，我才能幸福地生活。”
老人充满感激地说道。

社区负责人表示，此次慰问活
动体现了社区党委对辖区党员的关
心，也体现了共建单位关心社区发
展、参与社区建设、服务社区群众的
热情。社区党委将一如既往，扎实
开展好各项共建活动，让辖区居民
更幸福，让社区更和谐温馨。

慰问百岁老人
共迎中秋佳节

党建引领服务提质 居民生活幸福“加码”
全媒体记者 崔圣驰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
一公里”。在社区治理上，铁东区喜庆社区党支部深化城市基层党建引领“三
无”小区治理，建立“1+1+4”管理模式，通过“三变”建强组织体系、健全联动机
制、优化服务管理方式，有力解决“三无”小区治理难题，扎实推动党建引领小
区治理工作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迈进。

“我们喜庆社区辖区面积 0.4 平方
公里, 下辖喜庆、平安、联合委 3 个居民
小区，均为老旧散弃小区。”喜庆社区相
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社区党支部充
分发挥社区党组织和小区“兼合式”党
支部在弃管小区管理中总揽全局、上协
下调的作用，建立以“社区党委—兼合
式党支部—网格党小组—楼栋党员—
居民”为主线的网格化体系。组建一支
由社区社工岗人员、包保部门机关干部
以及居民志愿者组成的“三长”队伍，共
计190人。扎实推进新时代吉林党支部

标准体系（BTX）建设，严肃规范各党支
部的党员教育管理，做实“两册一云”工
作，每月绿灯率均达到 100%。将小区
内居住的在职党员、流动党员、离退休
党员吸纳进来，共同参与小区治理工
作，组建“楼宇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广泛吸纳社区居民党
员加入志愿服务队伍，成立 5 支志愿者
服务队，开展“清单式、联动式、特色式”
志愿服务，为辖区居民常态化提供低
偿、无偿物业管理服务，累计开展服务
1200余次。

社区党支部打造“1+1+4”自治管理
新模式，探索建立以社区党委为工作核

心，以小区“兼合式”党支部为工作支
点，整合小区业主委员会、社区协商议

社区党支部常态化推进单位行业
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公职人员到社区

“双报到”。4个单位行业党组织、11名
在职党员干部积极响应，主动认领“微
服务”岗位15个，下沉社区充实“三无”
小区人防力量。今年以来，社区党组
织多次主持召开有辖区单位参与的议
事会议，解决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文体
活动开展、困难群体帮扶、邻里关系矛
盾调解等问题30余个，社区管理的规
范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有效提高。
常态化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

充分利用“党务工作智能平台”建设，
党员线上社区报到，通过认领“微心
愿”、开展“微捐赠”的方式积极为群众
解难事、办实事、做好事。

截至目前，群众“点单”30余件，已
“销单”30 余件，解决了群众热点难点
问题。常态化提供便民爱心服务，进
一步发挥网格党群服务站“距离近、覆
盖广、群众熟”的优势特点，开展“板凳
会”“庭院会”“邻里夜话”等活动，提供
领办代办、爱心雨伞、便民医药箱、公
共电话等服务，为居民提供便利。

事会、小区便民服务站、党员志愿者
服务队共同参与的“1+1+4”无物业小
区管理新模式。推动多方治理的新
机制，健全“平战结合”体系建设，常
态化推进单位行业党组织和在职党
员、公职人员到社区“双报到”，在小
区单元门口悬挂《四平市铁东区党建
引领基层治理网格化信息公示板》，
通过粘贴相应的标识，做到“三长”人
员及志愿者包保信息、疫苗接种和疫

情防控等信息“一目了然”。结合社
区实际，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交叉任
职制度、公示反馈制度，小社区实现
大管理。联合包保部门制定《疫情应
急方案》，以居民微信群为抓手，及时
掌握每户居民的管控动态。建立特
殊人群一对一台账，保证居民的民生
保障。建立健全居民台账，联系包保
部门常态化开展“敲门行动”，定期动
态更新居民台账信息。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孙莹)近日，市
科学技术协会举办的“科普助老 健康
银龄——科普进万家”系列活动在铁西
区西园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拉开帷幕。

此次活动特邀我市中医医院肾病
糖尿病科、肿瘤血液病科、康复科和针
灸推拿科的多名专家来到活动现场为
老年人把脉问诊，针对每位老人的不同
情况给予了科学合理的治疗建议和健
康指导，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健康知识、
乐享健康生活，并为老人发放了中药除
湿香囊，深受在场老年人的欢迎和喜爱。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从老年人食
品安全、疾病与健康、科学辟谣、反邪

教等多方面对居民进行科学普及，并
播放食品安全宣传片、发放科普宣传
资料，呼吁独居老人更应提高科学意
识，谨防各类事故发生。同时，还为
老年人建立了健康档案，针对特殊的

“需求清单”，持续关注老年人的所需
所盼。

市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全市
范围内相继开展的“科普助老 健康
银龄——科普进万家”系列活动，为
老年人的生活提供了更周全、更贴
心、更便利的服务，让他们都能够老
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不断增
强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市科协——

关注老年健康
乐享晚年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