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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

@法制晚报

【老外到底多羡慕中国？】最
近一段时间，国外不少地方都有
点乱。总能看到各种恐怖袭击或
杀人事件的新闻。同一时间，在
外国版的知乎上，中国究竟有多
安全，这个问题引起了外国网友
的疯狂点赞。

@荃湾有个冷佬：希望国外
富商和政要都把子女送到中国读
书生活。

@大大大大敏i：尽管祖国还
有不足之处，但是，看到国外那些
暴乱还有韩国沉船那些事……感
觉我跟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21K-L：确有不足，正确看
待，无悔入华夏。

@人民日报

【最老陪读生：78岁婆婆背着
捡来的孙女一起上小学】重庆李
贤菊8年前捡垃圾，从桥下捡来了
梁娜娜。现在她每天背着20多斤
的娜娜和七八斤重的书包，挤9站
公交去上学，当她的同桌，陪她上
课，背她上厕所，再背回家。娜娜
盆骨刺出身体严重变形，无法正
常站立和行走，8岁的身形像个3
岁孩子。

@轻听心雨：幸好有这位老
奶奶不抛弃不放弃小女孩，小女
孩真的很幸运有这么好的奶奶！

@醉墨笙箫：老人78岁了，以
后呢？

@赵烨灬：唉，就没有一部法
律法规惩罚那些随意遗弃自己孩
子的父母吗？

@中国之声

【河北衡水中学进驻浙江“考
试集中营”全国复制引争议】河北
衡水中学是一座饱受争议的“超级
中学”，它以每年百人考入清华、北
大以及被外界风传的军事化管理
闻名全国。近日，衡水第一中学平
湖学校正式揭牌，有“超级中学”之
称的衡水中学正式进驻浙江。

@未来网红1998：杜绝这种
事的唯一办法，就是高考试卷全
国统一，全国排名，全国统招，没
有地方保护政策，但是有些地方
不同意。

@未来网红1998：虽然这种
方法很变态，但真的很有效啊。

@米勒戴尔：拼了命只是想
上个好的大学，教育差距太大
了。幸亏我毕业了，要不然被衡
水统一了。

微博热门

付费5000元换来四字答复
你愿意花钱提问大V吗？

套路一：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劳
模”@北京大土豆。这位认证
信息是“微博房地产专家”的用
户有33万粉丝，一共发了6300
多条微博。单看发博量并没有
什么过人之处，但是在100天
里，他已经回答了941个问题。

没办法，谁让TA是房地
产专家呢。网友对“房市”的问
题，既有学区房、二线城市等宏
观问题，也有咨询具体的购房
建议，对此只能说“厉害了
word‘大土豆’”。

点评：微博开放运营了55
个垂直领域，30多万个账号每
个月的阅读量超过10万，可以
说是藏龙卧虎。只要是知识，
就会有人感兴趣。对作者来
说，炼好内功，机会总会来临。

套路二：
“鸡汤”永远有人喝

知名博主@大咕咕咕鸡，
虽然认证信息是“外国乐器演
奏员”，但TA却是不折不扣的
“鸡汤”高手，甚至被网友尊称
为“特师”。网友的提问里，包
括对诗的理解、如何提高相亲
的成功率、中国男足战胜韩国
的影响、如何看待吐槽大会等，
无所不包。“特师”则是兵来将
挡、水来土掩，一一解答。

“特师”虽然回答问题不是
最多，但却被围观了 29万多
次，“人气王”当之无愧。

点评：不想当裁缝的厨师,
绝对不是个好司机。

套路三：
好奇心就是消费力

提问是要花钱的，但壕的
世界我们很难理解。@太可怕
么么哒 是微博上一位很普通
的用户，粉丝只有1万多。TA
或许是微博上求知欲最强的用
户了，100天里竟然提了998个
问题。而且TA的提问毫无套
路。比如问柳岩如何选男友、
问财经大V的亏损经历。

不过说起八卦，还是得服
@蓝调流转。TA居然在100天
里围观了 3219个问题，花了
3219块钱。

点评：好奇害死猫？不管
是薛定谔的猫还是薛之谦的
猫，再怎么好奇都不为过。反
正微博有3亿多活跃用户，鬼知
道大家都对什么内容感兴趣。

套路四：
你好，我是王思聪

金V银V，不如大V。
“靠说相声卖手机”的罗

永浩是微博问答的第一代人
气霸主。他曾经在不到一个
月里回答了网友的13个问题，
平均每个问题被围观1万多
次。另一位大V@互联网的那
点事 甚至调侃罗永浩，说“微
博问答竟然成了锤子科技最
大的收入来源”。但王思聪的
“一字千金”改变了局面，霸气
冲天。

点评：没有哪个平台可以
让你如此酸爽地翻名人牌子。
当然，如果名人也翻了你的牌
子，恭喜你，要发达了。

付费问答正逐渐发展成互联网时代知识
变现的新模式——花钱向名人或专业人士提
问，就有可能获得一对一的答复。

在付费问答平台上，用户活跃度的提升
拉动了问题价格的上涨。对此，有人质疑名
人赚钱太容易，所答内容并非价有所值。除
了答主，同时获益的还有部分提问者，“围观”
机制的设定让他们也有了赚钱的可能。

一字千金！
花5000元仅买到四字答复

近日，王思聪的一条微博问答火了。网
友花5000元向其提问“如何鉴定绿茶婊”，仅
得到4个字的答复——熟能生巧，被称作现代
版的“一字千金”。

截至4月5日晚，这条提问已有18万余人
围观。按照“围观一次1块钱，扣除10%平台
服务费，博主和提问者均分围观收入”的规定
计算，王思聪可坐收8万多元，“一字千金”短
短几天就变成了“一字万金”。

随着微博问答、分答、知乎live等知识付
费平台的出现，付费问答模式正在被越来越
多的人接受，许多人不惜花高价提问。

3月初，有网友在微博上斥资9999元向某
自媒体作者提问，创下“最贵提问”的纪录。
相比之下，分答上的昂贵提问较少，但也有不
少热门答主的60秒语音答复定价数百元。

新浪微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12月
15日至2017年3月25日，微博问答上线百天，
累计已有近10万用户提问过，覆盖了47个垂
直领域的大V（在社交平台上获得个人认证、
拥有众多粉丝的用户）。

他们为何愿意花钱提问？

网友愿意花钱提问的原因之一是确实想
听听专家的看法，其次是想赚点钱——如果
被提问者人气足够高，围观人数足够多。

在内容方面，分答“快问”设置了健康、情
感、法律、育儿四类，网友悬赏提问，由专业人
士回答。一名在分答提问过的网友说，花10元
钱向专家咨询一个健康方面的问题很值，能得
到一对一的服务，还省掉了去医院的麻烦。

另外，“围观”模式也在某种程度上提升
了提问者的积极性，因为如果有人花钱“围
观”问题，提问者能拿到分成。

有微博网友问罗永浩“大家都知道吹牛
是你的强项，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件印象深刻
的、至今你都记得的吹过的牛么”，并通过“围
观”模式净赚1万多元。

对于这种花钱提问或围观的方式，有人
认为大V赚钱太容易，担心话题趋于娱乐化，
难以沉淀真正有价值的内容。

易观互动娱乐研究中心分析师黄国峰认
为，内容的质量与平台定位有关。主打知识
型的平台会更强调内容价值，而一些开放型、
娱乐属性较高的平台则难免出现各种八卦问
题。 （邱宇）

■■ 网 友 花
5000元向王王
思 聪思 聪 提 问
“如何鉴定
绿茶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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