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科卫 广告

■本报记者 沈湫莎

“数字恋人”何以让人欲罢不能
游戏玩家众筹 100 万元为虚拟偶像庆生引关注

上周六， 深圳京基 100 大厦整幢楼

的外墙面出现了一则广告： 李泽言生日

快乐， 你不用大惊小怪， 是刷你黑卡买

的。李泽言是最近当红手机游戏“恋与制

作人”（简称“恋与”）中的虚拟人物，生日

1 月 13 日，爱好是怼女主。 根据微博爆

料，为了在深圳当红地标买条生日祝福，
“李太太 ”们 （李泽言粉丝自称 ）众筹了

100 万元。
马上， 这款游戏中的另一个虚拟人

物周棋洛就要过生日了。据官方爆料，不
少“周太太”已经向他们索要周棋洛的高

清晰度图像素材， 准备在上海地铁上投

放生日广告。
这种“粉丝集体为偶像投放广告”的

行为模式过去常见于日韩追星族， 近年

在国内也流行起来， 不过为虚拟偶像如

此“一掷千金”，“恋与”尚属首次。令人大

跌眼镜的是，这款游戏上线不过一个月，
李泽言就已经不下三次成为了微博、贴

吧等的热搜，人气之高堪比一线小生。这
让人不禁想问，与“数字恋人”恋爱真会

让人如此欲罢不能吗？

“理想型”男生满足玩家需求

在游戏中， 你可以体验与各种类型

男生谈恋爱的“经典”桥段：当自己经营

的公司出现危机时， 多金总裁在背后默

默支持；当万人空巷争看大明星时，他却

径直来到你的身边；遭遇危险时，会有人

从天而降将你救走……更重要的是，这

些桥段不仅通过文字和画面表达出来，
他们还会给你打电话、发短信和朋友圈。

心理学博士、 华东师范大学青少年

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总监叶斌

用 “具有某种高度概括的特征” 来形容

这类游戏人物———他们的性格与经历并

不是真实生活的反映， 而是充满了某种

碎片化、 模式化的概括， 除了与女主有

交集的部分， 四位男主的人生、 梦想和

朋友关系都几乎并不存在， 当玩家感受

到 “少女心” 爆棚时， 打动他们的并不

是完整的世界观、 人物的命运， 而是某

些流行元素组合。
于是， 在抓取数据上具有先天优势

的游戏公司很容易就“拼凑”出一个个令

少女们怦然心动的“理想型”，霸道总裁、
邻家大哥、高智商科学家和阳光小暖男，
各种令人脸红心跳的桥段轮番上演，官

方更不遗余力地推波助澜。 当李泽言生

日来临前一周，官方就发出了预热活动。
生日当天， 不少人集中在当地地标建筑

下，他们大声喊着“李泽言生日快乐”。这
一刻，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消失了。

与其说是谈虚拟恋爱，不
如说是享受全新社交方式

“恋与”的爱情模式十分简单———每

得到一张卡片， 就会获得一段与男主的

互动情节（短信、朋友圈或电话），卡片升

级后，再开启一段互动。互动会增加男主

的好感度。游戏中，恋爱就是一根直观的

进度条，而且这根进度条，只有前进没有

后退———你知道在哪里能见到男主，说

什么话会增加他的好感， 发一条短信他

必然会回复。而在现实生活中，恋爱的不

确定因素太多了。
这样的爱情真能让人沉溺其中吗？

叶斌说，和小说、漫画、电影一样，游戏不

过是一个消解压力、打发时间的新载体，
大部分的人还是能分清现实和虚拟，与

其说是他们在谈一场虚拟恋爱， 更不如

说是在享受一种全新的社交方式。
有一种现象可以证明玩家们并没有

把自己真正代入恋爱中：“恋与” 玩家如

果偏向于某个男生， 便会称自己为某太

太（某为男主的姓），然而某太太并不会

对男主产生独占情绪， 而会大大方方与

同好组成朋友圈，一起讨论剧情、分享游

戏情况、创作同人文等。 “毕竟我们这个

时代有多元化的选择， 人们会被简单的

恋爱模式吸引， 也会被复杂的人物性格

吸引。 ”叶斌说。

下一个 “数字恋人 ”正踏
着五彩祥云而来

“‘恋与’的出现填补了国内恋爱向

游戏市场的空白。”流行文化研究爱好者

刘竹溪说，不过令他略感疑惑的是，这一

爆点怎么现在才来。
“恋与”属于乙女游戏（乙女意为尚

未结婚的年轻女孩）范畴，截至 2016 年，
日本乙女游戏市场规模就已经超过 150
亿日元，每年都要发布几十款新手游，市
场竞争十分激烈，而在“恋与”出现之前，
中国市场上难觅乙女游戏踪迹。

不过智能手机的出现开辟了一个巨

大的女性游戏市场。 如果说男生在游戏

中花钱是为了使自己变得更强， 女生则

是为了“爱”———许多女性玩家把自己所

玩的角色称为儿子或女儿， 为了使这些

虚拟人物更美， 他们会花费甚至比自己

穿的行头更贵的衣服或饰品。 对于大多

数新游戏来说， 外观市场已经成为一个

增加游戏收入的必然选择。
“恋与”上市一月产生的巨大影响，

让女性手游市场更受关注。 目前有许多

影视公司对这一 IP（知识产权 ）表现出

浓厚兴趣。女性玩家们的下一个“数字恋

人”，正踏着五彩祥云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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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值班”医生开始接诊
新华医院携手阿里巴巴试点云儿科医联体系统，为社区医疗机构提供“最强外脑”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 除了本

院内各类门急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 附 属 新 华 医 院 儿 内 科 的 医 生 将 有

“互联网值班”， 他们也将成为社区医

疗 机 构 儿 科 诊 疗 的 “最 强 外 脑 ” 支

援。 昨天， 新华医院宣布携手阿里巴

巴试点启用云儿科医联体系统， 该系

统集远程会诊 、 转诊和全科/儿科医

师培训于一体。
该医联体此前先期试点的三个医

疗机构是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杨

浦区市东医院和杨浦区殷行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分属三、二、一级医疗机构。
远程医生培训内容则已可覆盖该医联

体内所有与儿科相关的全科医师、儿

科医师。
同一天， 由新华医院儿科医师团

队编撰的《儿科临床决策支持手册》试
用版同步问世。 这本《决策支持手册》
以“临床症状”为重点，可以成为指导

社区全科 /儿科医师的实际临床实践

的教科书。
新华医院院长孙锟教授说： “用

互联网技术实现三甲医院儿科医生资

源下沉 ， 在适用于全科 /儿科医生的

临床诊疗指南的规范指导下， 完成儿

科医联体内的分级诊疗。 这应该是现

有条件下， 规范、 有效且符合实际情

况的路径。”
根据 《上海市儿童健康服务能力

建设专项规划 （2016-2020 年 ）》指导方

针， 上海成立起覆盖全市的五大儿科医

疗联合体。其中，新华医院负责牵头组建

北部四区———杨浦、虹口、宝山、崇明的

儿科医疗联合体建设， 该儿科医联体于

2016 年 7 月 20 日启动。
此前完成的上海儿科医生资源调查

显示，上海市共有狭义的儿科医生（儿内

科、儿保科）2311 名，其中仅 2.64%属于

城市地区的基层医疗机构。 如何建设医

联体内的分级诊疗？
2017 年 10 月， 新华医院与阿里

巴巴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探

索“智慧医院”新样板。 在这一合作协

议中， 云儿科医联体平台建设就是内

容之一。仅用不到三个月，新华医院与

杨浦区市东医院、 宝山区中西医结合

医院， 以及杨浦区殷行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就试点跑通了儿科医师远程会诊

及转诊的流程。
这 样 的 诊 疗 模 型 既 可 以 让 新 华

医院兼顾本院 的 医 疗 任 务 ， 又 可 以

为有需要的基层患儿服务 。 据悉 ，为

保障和提高儿 科 医 联 体 内 儿 科 医 生

的分级诊疗水 平 和 能 力 ， 新 华 医 院

还专门建设了 一 套 线 上 、 线 下 的 基

层儿科医生培 训 体 系 。 这 些 远 程 的

视频课程均源 于 同 日 发 布 的 《儿 科

临床决策支持手册 》试用版 。 与以往

儿 科 医 生 培 训 更 突 出 专 科 培 训 不

同 ，此 次 《儿 科 临 床 决 策 支 持 手 册 》
和视频课程主 要 面 向 基 层 医 生 的 诊

疗实际需求 。
“新华云儿科医联体， 是我们探

索儿科医联体 可 复 制 模 型 的 一 个 试

点 。 未来 ， 我 们 将 在 信 息 互 联 互 通

上更进一步 ， 同 时 还 希 望 能 够 优 化

教材 ， 将这一 可 复 制 的 模 式 推 广 到

全国亟需基层儿科医生的地方 去 。”
孙锟说。

由新华医院编撰的 《儿科临床决策支持手册》 试用版昨天问世， 将发放给儿

科医联体内的基层医生。 这套诊疗 “绿宝书” 将成为基层儿科医生的 “口袋书”，
罗列内容均紧扣诊疗实际需求。 （新华医院供图）

管理运行机制灵活 财政投入逐步“退坡”
上海推进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建设的实施意见 2月 1 日起实施

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今年上海将

再启动建设十个研发与转化功 能 型 平

台，而且将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扩大平台

的自主权。 昨天召开的市政府新闻发布

会透露，《关于本市推进研发与转化功能

型平台建设的实施意见》（简称 《意见》）
将于 2 月 1 日正式实施， 这将为研发与

转化功能型平台的建设提供指导。
功能型平台 是 上 海 科 创 中 心 建 设

“四梁八柱”的重要组成部分，从 2013 年

至今， 市科委已布局微技术工业研究院

等六家机构， 并初步拟定了 18 个平台。
功能型平台具备三大特性———功能综合

性、服务公共性和网络枢纽性，功能型平

台既是新产业、新技术的策源地，又是连

接产业界和学术界的桥梁， 还是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的加速器。
市科委介绍， 平台的建设以完善创

新链和产业链为目标， 协调社会各方优

势力量共同参与， 形成创新网络中的重

要节点。 功能型平台首家试点单位上海

微技术工业研究院， 对标比利时微电子

研究中心 （IMEC） 等国际一流机构，自

2014 年试点以来 ， 积累了不少宝贵经

验，成为功能型平台建设的成功样本。
用一个字形容功能型平台的管理运

行机制就是 “活”。 《意见》 指出， 功能

型平台的财政资助资金由市、 区两级共

同安排， 试点 “机构式资助” 方式， 进

一步扩大经费的自主使用权， 在平台逐

渐步入正轨并盈利后， 财政资金投入将

逐步 “退坡”。
以微技术工业研究院为例， 随着该

院 8 英寸“超越摩尔”研发中试线上线，
市场订单源源而来，而随着该院自身“造
血”能力不断加强，财政资金扶持将逐步

减少。
截至目前， 上海已启动的六个功能

型平台分别是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院、
类脑芯片与片上智能系统创新平台、石

墨烯产业技术功能型平台、 生物医药产

业技术功能型平台、 上海临港智能制造

研究院和集成电路产业创新服务功能型

平台。今年上海将在此基础上，力争再启

动建设十个功能型平台。
市科委表示， 功能型平台遴选并不

采用以往的申报机制， 而是从顶层设计

出发， 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上海优势产

业，“策划” 一批有集中度和显示度的综

合性机构。
在后续平台方向选择上， 上海已经

聚集起一批光子科学大型科学装置，光

子科学有望入选。 对于上海已有的 121
家市级重点实验室 、279 家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208 家专业技术服务平台等机

构，也将进一步整合资源，让“单打独斗”
的科研资源连成具有综合能力 的 创 新

网，促使其成为提升本市科技创新能力、
繁荣创新创业的重要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