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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点评类App分数灌水、好评
失真的情况困扰消费者已久，高分不
少是靠优惠、赠品等“盘外招”刷出来
的。于是当顾客因高评分慕名而来，
却因低品质失望而归，渐渐地这类网
红店便成了“踩雷”的代名词。长此以
往，点评类App的可信度和参考价值

便降低了。
支持“3.5分餐厅”的现象，背后是

对虚刷高分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后进行的
反向操作。而只有对违法违规乱象进行
严惩，对评价机制进行完善，才能逐渐净
化点评生态，从根本上回归服务客户的
初心。

恨透评分虚高的网红餐厅恨透评分虚高的网红餐厅
年轻人报复性挤爆年轻人报复性挤爆““33..55分饭店分饭店””

去餐厅吃饭前先打开手机看评
价这件事，已经快成当代人的肌肉记
忆了。评分网站上的分数也是水涨
船高——4.8分算合格，4.5分勉强可
以尝试。如果只有4分甚至更低，仿
佛已经透过手机屏幕，尝到了难以下
咽的味道。

但最近偏偏有不少一身反骨的
年轻人，挥舞起了“支持低分餐厅”的
大旗。他们一边高喊“我倒要看看有

多难吃”的口号，一边勇敢走进了各
种三点几分的餐厅。谁知结果远远
超出他们的想象：“没觉得比那家4.8
分的××网红店难吃啊？我这舌头
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被花里胡哨的网红餐厅、真假难
辨的探店视频忽悠了几年之后，这届
年轻网友终于领悟了美食界最最“反
哺归真”的道理——相信评分，不如相
信自己的舌头。（来源：Vista看天下）

@宋：4.0 分上下，10 年老店必
冲！

@Tings：一般我会先看差评，看
看底线在哪里再决定我能不能接受。

@夏天：好评不一定保真，差评
基本保真。

@如虹：如果看到一家饭店里有
很多当地的中老年人在用餐，就完全

可以放心进去吃，绝对价廉物美。
@小红：在广东这边超多好吃又

便宜的大排档，连评分都没有，但是
大把人去。

@朱靓：每个人的口味要求不
同，自己吃过才知味道。

@哥白尼：只要做电商就离不开
评分运营和付费流量投放。

因硕士扩招住宿资源紧张因硕士扩招住宿资源紧张
多所高校明确不提供宿舍多所高校明确不提供宿舍

不再安排住宿，越来越多出现在
高校的研究生招生简章里。就目前来
说，主要是为了缓解校内住宿资源的
紧张局面，但会是趋势吗？

自行住宿意味着学生需要承担
额外的费用，并且在人身安全方面也
由学生自己负责。双重负担下，“一

刀切”的做法恐怕不会立马就让学生
接受并适应。高校也不能“撒手不
管”，中间的衔接工作还需做好，帮助
学生顺利找到住处。不少高校同时
也在兴建新校区或改建旧校区，学生
宿舍紧张的难题也可以从多方面解
决。

近年来，随着高校扩招硕士研
究生，住宿资源紧张的问题愈加凸
显。为学生提供宿舍，不再是高校
的既定规则。例如，厦门大学在
2024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中明
确，被录取为非全日制的硕士研究
生和全日制定向就业的硕士研究生
（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校计划、少数
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硕士研
究生除外），学校不予安排住宿。

其中，部分高校明确不为全日
制专业学位硕士生提供住宿。例
如，北京大学（校本部）、南京大学
均明确2024级专业学位硕士研究
生原则上学校不提供校内住宿。
早在2019年，复旦大学就明确不
为专硕生提供校内住宿。也有部
分高校，如湖南大学对2024年全
日制硕士生实行自愿申请制。

（来源：红星新闻）

@尹德冰：高校不安排硕士
生的住宿问题，对于生活困窘的
学生来说的确有些吃力。

@逸笔草草：高校住宿资源
有限，不安排住宿可以理解。

@长青：安全、方便管理，能
解决的尽量安排住宿好。

@吾欲乘风：和国际接轨了，

国外都是自己租房读书。
@玲珑骰子安红豆：这样的话，

穷人的孩子越来越读不起书了。
@惹勒个去：硬件设施容纳不

了太多学生就不应盲目扩招，这样
只是把就业难问题暂时延后了而
已，而且带来的必然是教学质量下
降及学历严重贬值的后果。

离职后，女子花3个小时退600多个工作群

“群”起而攻之，逼疯“打工人”

近日，四川南充女子晒离职后一口
气退600多个工作群的视频引关注。
12月11日，记者找到了故事的主人公
唐影，这名“北漂”设计师已经回到乡下
老家，在网上销售腊肉和香肠，还有自
家的红橘。

据唐影介绍，自己在一家总部位于
北京的房地产企业从事了两年的商业
地产设计工作。“商业地产最注重营销
和形象，最多的时候，我要负责七八个
商场的店铺装修！”每个商场有数百个
店铺，需逐个审核每个店铺的设计图
纸，因此累积了600多个群。每天要随
时回复信息，“24小时待命”，神经一直
紧绷着。“每天坐在电脑前，群消息不停
地跳动，不停地呼叫！”去年春节前，由
于一段时间连续熬夜，唐影的身体和心
理都出了状况。

“天天都被人推着前进，停不下来，
像个机器人，没有自己的思想和灵魂。”
实在忍受不了几百个工作群的骚扰，今
年4月，唐影从这家全国性的房产企业
辞职了。离职后花了三个半小时退完
了所有群，轻松了很多。

（来源：封面新闻）

@榴莲：这工作群多得夸张，
我以为我有20多个工作群已经很
多了。

@米奇：别人建群是为了闲
聊，但她的群我看到了“拼命”！

@预见未来：感同身受，删繁
就简，返璞归真，无比轻松！

@没有名字别问：看看我的企
微，2000 多个群。前不久刚刚被
客户投诉过，因为她23:37 发的消
息没人回复她，觉得服务意识差
……哎，悲哀哦。

@就是个欻毚：我老婆 60 多
个群，每天晚上12点还有消息，搞
得夫妻关系很是紧张。

@Catherine_1215：何 止 隐 形
加班，社交账号都被无情征用。

@yina：微信真的是让人欢喜
让人恨，自从有了微信就没了下班
与休息。

@陈 75150：科技变成了奴役
的帮凶。

@丸子鸽：我下班后工作手机
直接放单位，有我私人手机的才能
找到我。

不知从何时起，微信里的工作群就越来越多。虽然微信群能到600个的不多，但哪个职场
人又没几十个群？被工作群“困”住的打工人的苦，让大家颇有共鸣。

信息轰炸在很大程度上耗费了人们的精力，应付群消息带来的倦怠感也会形成一种无形
的压力。同时，群消息的即时性也逐渐模糊工作休息边界，工作时间间接从“8小时之内”延长
到了“24小时之内”。而这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状态。

上述新闻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显然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危害，并有了一定的警惕性。
但是，只要还在“打工”，或许依然会再次陷入类似的循环。职场人头上的“群”紧箍，谁能来解？

（（新华社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