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信文字讨好症”引热议，“好好说话”不应成为一种负担

打击假冒进口水果，监管当发力

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则报道引人注意：
近日，记者走访部分水果市场，揭开了假冒进口
水果的真相。一些商家通过打信息差、仿冒进
口包装礼盒等手段，把普通的国产水果包装成了进
口水果，售价瞬间提高几倍。例如，国内“阳光
玫瑰”葡萄品种，价格普遍在 6 元至 10 元一斤，
而宣称为日本进口的“阳光玫瑰”葡萄，6 斤装
礼盒售价竟高达66元一斤，价格相差近10倍。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所谓的日本进口葡萄
一定装的都是国产货，如果外包装上有日文或
者是一些其他的外文，也一定是挂羊头卖狗肉，
把国产货充当成进口葡萄来售卖欺骗消费者。
业内人士所言何以这么“绝对”？其实一查便
知。查阅海关总署2024年9月2日发布的《获得
我国检验准入的新鲜水果种类及输出国家地区
名录》，名录中明确显示，日本目前予以准入我
国水果的品类目前只有苹果和梨。这也意味着，
目前市场上所谓的日本进口葡萄，都不可能是真
正的进口产品。问题是，不少消费者缺乏自查水
果来源的意识，商家欺诈销售因此有机可乘。

更令人惊诧的是，为了让假冒的“洋水
果”更“逼真”，配套手段也已经很“成熟”。市
场上，有店铺专卖这种“洋包装盒”，上面有非常
醒目的“晴王”（日本葡萄品牌）字样，还有几处
日文印刷字体。此外，市场上假冒进口水果的
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堂而皇之地进行标签造
假。一些水果不干胶标签贴店铺在公开售卖进
口水果标签，这些标签五花八门，有些标签有明
显的注册商标标识，但仍然可以下单。如此操作
下来，不要说普通人，就连品牌商都难以辨认。

面对如此市场乱象，消费者确实应当擦亮眼
睛，更加谨慎地进行消费选择。很多消费者对“洋
水果”青睐有加，殊不知，一味追捧“洋水果”实无
必要，不少国产水果品质很不错，否则何以能“冒
充”洋水果而不被识破？买水果，最重要的还是“选
对”，而不是“选贵”。当消费者心理变得普遍理性
和谨慎，对假冒洋水果现象自然也是一种“反制”。

但更重要的还是加大监管和查处力度，消
解市场乱象，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如央视报
道所言，假冒进口水果牟利，且已形成包括销售
端在内的整条产业链、利益链，在水果业内已经
是公开的秘密了。问题是，对于这样的“公开秘密”，
监管部门又知晓多少？采取的措施又有多少？

眼下，一些制售仿冒的外国知名水果标
签者受到了严惩。不久前，上海警方就破获
了一起这样的案件。就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
而言，根据情节严重程度，最高可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可以想见，依
法“问刑”，将能形成极大的威慑力。

但不必讳言，对于假冒进口水果的销售行
为，尚需加大打击范围和力度。央视记者暗访情
形显示，售假现象比比皆是，有的商家甚至“开诚
布公”地承认所卖外国水果实为国产水果，这无
疑折射出一个骨感的现实：售假行为没有被有
力遏制，而这种现象还在不断延展——在暴利
诱惑的驱动下，一旦“风险”没那么大，劣币驱逐
良币自然不难。对此，既要呼吁消费者在发现
上当后进行举报和投诉，也要主动作为，对市
场销售领域加大日常监管力度，挤压售假者的
腾挪空间。凭借大数据梳理、部门之间强化信
息共享等，多方合作、重拳出击，就不难发现“李
鬼”、惩治“李鬼”。 （作者是资深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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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微信文字讨好症第一批
受害者出现了”等词条登上热搜，引
起广泛关注和讨论。

所谓“微信文字讨好症”是指在
使用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进行交流
时，通过添加语气词、使用表情符号
以及调整语句结构等方式，如“嗯嗯”

“好哒”“好的呢”，并辅以表情包，以
营造出更加友善、轻松的交流氛围。

有观点认为，“微信文字讨好症”
有助于传递线上交流中的友好态度和相
互尊重，但也有人指出，这已经成为职场
中的一种额外负担，即“情绪劳动”。

有网友将“微信文字讨好症”分为
四级。第一级，喜欢用叠词，让语气变
得柔和可爱；第二级，喜欢用语气词，

不说“好”，一定要说“好哒”，不说“对”，
一定要说“对滴”；第三级，一定要加

“哈哈哈哈”，两个不行，三个不够，一
“哈”就得“哈”一串，用以化解尴尬，防
止别人的话“掉在地上”；第四级，一定
要加一个有趣的表情包，并且由自己来说
对话的最后一句。还真的挺复杂的，如果
对话双方都是重度的“微信文字讨好症”
患者，都抢着要说“最后一句”，那这个聊
天岂不是没法结束？这样的聊天，或许一
部分人认为，信息量会变得很稀薄，人当
然也就会耗得很累，感觉像是“病”了。

在这个时代，人人或许都有点
“病”，有些“病”本来没觉得是病，讨
论的人多了，上了热搜了，也就成了

“病”。“微信文字讨好症”就是这样一
种“时代流行病”，流行于职场，泛滥
于网络，不关乎生理上的痛苦，却也
给一些打工人带来了真实的烦恼。

谁又能说，心病不是病呢？
有病就得治疗，治疗就得对症，

所以，要讨论“微信文字讨好症”，就
得先搞清楚病根在哪儿。

其实仔细想想，人际交往是人类所
必需的心理需求，所谓的“微信文字讨
好症”，如果只是线上聊天时说话可爱
点、轻松点，的确没必要当成一种困
扰。线上纯文字的交流与面对面交流
相比，少了许多能够表达思想感情的元
素，看不到表情，也没有肢体动作辅助，
所以加一些语气词、表情包，确实可以
让聊天更轻松愉快，也能避免一些不必
要的误解，增加别人对自己的好感，属于
非常基本的社交技巧，没有什么成本，无
须消耗太多脑细胞，何乐而不为呢？

病根不在于交流的方式，而在于我
们如何看待和使用这种交流方式。不
可忽视的是，的确有一部分人是对于人

际交往非常敏感的，特别担心被误解，
特别怕应对不得体，但却因为工作原因
不得不进行大量的人际交流，于是在

“讨好”上消耗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因此
感到疲惫和内耗。这才是“微信文字讨
好症”被视为一种“互联网综合症”，被
广泛讨论并寻求解药的根由之所在。

究竟会不会因为这种现象感到
困扰，与每个人不同的处境有关，也
或许是过于便捷的通讯带给生活的
一些“副作用”。但在微信、QQ等即
时通讯工具已经渗入生活每个角落
的当下，想要彻底脱离线上交流几乎
不可能，要想“药到病除”，唯有调整
自己的心态，将这些可爱的、亲和的、
幽默的表达方式，单纯视为润滑人际关
系、承载情感和态度的“说话之道”。
这种“说话之道”作为一种可习得、可
模仿的技能，借助网络语言独特的个

性化表达，相信还是可以提升交流的质
量和效率、增进彼此的了解与好感。

总而言之，真诚才是对抗内耗的
最好武器。所有矛盾与纠结往往源于
对真实自我的忽视或压抑。真诚地面
对自我，能够减少内心的自责和焦
虑，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从而提升
自我价值感，自信从容地面对生活。
真诚地对待他人，也能更准确地传情
达意，减少误解和猜疑，激发信任和合
作，建立起深厚而持久的情感纽带。

那些习惯性发出的“好哒”“哈哈
哈”和精心挑选的表情包，如果是出
于真诚交流的心态，那么便不是“讨
好”，只是交流中的“润滑剂”。只要
真诚地面对自己、面对他人，自然就
能拒绝内耗，着眼当下，学会好好说
话，并享受交流的愉悦。

(作者是资深时事评论员)

近日，南昌大学在教室
里装摄像头引发争议，如何
缓解隐私担忧、把握管理尺
度？网传校方此举是为了方
便双一流高校评估，提高课
堂教学质量。校方此前回应
媒体称，其目的是监督学生
上课玩手机和睡觉的情况，
系上级要求，信息内部使用，

“很多学校都这样做”。
据媒体报道，记者采访

南昌大学部分师生获悉，目
前该校大部分教室一前一后
安装了双摄像头。“直到开学
启用了才给我们发通知，听
说是课下自习也录，有这个
必要吗？”一位大二学生说。

大学在教室里安装监
控，目的是加强课堂纪律，督
促学生认真上课。但即便是

“内部使用”，也涉嫌侵犯学
生的隐私。大学要加强学风
建设，解决学生上课玩手机、
不投入等问题，应该改革教
师考核评价体系，引导教师
进行课堂教学创新，加强对
学生的过程管理和评价，而
不是采取装监控这种手段。

大学教室里可不可以安
装摄像头？这要看怎么使用摄
像头。摄像头、监控在两种情
形下使用，是可以的。一是在
得到教师、学生同意的情况下，
进行课堂直播，实行远程教学，
共享教育资源；二是教室作为
国家考试考场，为维护考场秩
序，安装摄像头，进行监控。

而把摄像头用于日常教
学监控，包括在学生自修时
也开监控，则要谨慎而行。
一方面，全天候监控学生在
教室里的表现，涉嫌侵犯学生
的隐私，这也是学生所担心的
问题。另一方面，学校的出发
点可能是为了让学生专注于
学习，但教师、学生则担心学
校是以此来监控教学活动的
过程，这会影响教学创新，以
及学生在探究式教学中，自主
表达自己的思考和观点。

当前，一些大学课堂确实
存在课堂纪律不佳，学生上课
不认真、玩手机等问题。对

此，部分大学也提出要加强学
风建设，提高学生上课“抬头
率”。而采取监控手段，提高课
堂纪律，是治标不治本。道理
很简单，即便在监控之下，学生
都抬头听老师讲课，可如果抬
头听课是“装出来的”，能提高
教学效果吗？这反而营造了学
生都认真听课的假象。

必须意识到，之所以存
在部分大学生上课不投入的
问题，是因为大学教师自身
就不投入，以及学校对人才培
养的重视、投入也不够。由于
大学对教师的考核、评价中重
视学术研究成果，因此一些教
师把主要时间、精力用于学术
研究，以应付的态度对待教学
工作。据一些学生反映，有
些教师上课时就对着多年不
变的 PPT 照本宣科，学生也
就不认真上课，下课时直接到
老师那里拷PPT。另外，伴随
着考研热，一些学校出现考研
高考化倾向，学生只关注考研
核心科目学习，非考研科目的
学习则被边缘化，这些课程也
变为“水课”，教师对这些课程
的教学要求也不高。

要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让学生认真对待课堂教学，
关键在于要改革对教师的考
核评价体系，引导教师把更
多精力投入教育教学，进行
课堂教学创新。建设高质量
高等教育体系，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课堂教学是基础。
2019 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
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
提出，要强化人才培养方案、
教学过程和教学考核等方面
的质量要求，科学合理设置
学分总量和课程数量，增加
学生投入学习的时间，提高自
主学习时间比例，引导学生多
读书、深思考、善提问、勤实
践。而落实《意见》，学校要有
明确的办学定位，要把人才培
养作为学校的第一要务，从根
本上解决学校投入、教师投
入、学生投入均不够的问题。

（作者是知名教育学者）

近两个月，中老年剧在短剧榜单中纷纷
屠榜。广东人林涵85岁的外婆对短剧中的离
谱剧情乐此不疲，愿意每天花几个小时观
看。江苏人方灿 65 岁的父亲也是个“短剧
迷”，每天在沙发上随意一躺，就能连续刷上
几个小时。刷短剧不仅“劳神”还“伤财”。林
涵外婆之前对网络支付一窍不通，却为短剧

“添加银行卡”充值刷光了账户里的 2000 多
元；方灿父亲则通过短剧小程序累计充值近4
万元。（10月21日《法治日报》）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短剧作为一种
新兴的内容形态，凭借其紧凑的剧情和便捷
的观看方式，迅速俘获了大批观众的心。然
而，在这股短剧热潮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
正在悄然发生：越来越多的银发群体正被短
剧所“围猎”，他们不仅在时间上沉迷其中，更
在金钱上遭受了不小的损失。

短剧之所以能够“拿下”银发群体，其魅
力在于精准地把握了老年人的心理需求。这
些短剧往往以中老年人为主角，讲述他们的
爱情故事、家庭纠葛或社会经历，剧情跌宕起
伏，情感真挚动人。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些短
剧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娱乐内容，更在某种程
度上满足了他们的情感寄托和自我认同。

然而，正是这份对短剧的热爱和依赖，让
不少老年人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消费陷阱。
一些短剧小程序利用老年人网络知识不健
全、消费辨识能力弱的特点，通过复杂的充值
规则和诱导性消费提示，使得老年人在观看
短剧的过程中不断“掏腰包”。更令人担忧的

是，这些消费往往是在老年人毫不知情或无
法控制的情况下发生的，等到他们察觉时，已
经为时已晚。

短剧“围猎”银发群体的危害不容小觑。
首先，长时间沉迷短剧会影响老年人的身体
健康，如导致视力下降、颈椎疼痛等问题。其
次，短剧中的诱导性消费陷阱会导致老年人经
济损失，甚至引发家庭矛盾。更为严重的是，
一些不良短剧还可能传播虚假信息，误导老年
人的价值观，对他们的精神世界造成侵害。

面对短剧对银发群体的“围猎”，我们不
能坐视不理。首先，政府和相关监管部门应
加强对短剧市场的规范和管理，打击诱导消
费、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切实保护老年人的
合法权益。其次，短剧平台和制作者也应承
担起社会责任，优化付费模式，明确消费提
示，避免让老年人陷入不必要的消费陷阱。
同时，还要推出更多适合老年人观看的优质
短剧，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除此之外，社会和家庭也应给予老年人
更多的关爱和陪伴。子女们可以定期与老年
人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网络生活状况，帮助
他们提高网络消费辨识能力。社区和老年群
体服务机构也可以组织相关的网络教育活动
和适合老年群体的户外活动等，引导老年人
健康理性地观看短剧。

总之，短剧“围猎”银发群体是一个社会
广泛关注的问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解决。
只有政府、平台、社会和家庭各方携手合作，
才能为老年人营造一个安全、健康的网络环
境，让他们在享受短剧带来的快乐的同时，也
能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热点快评 □伍里川 来论选登 □王琦

对短剧“围猎”银发群体要综合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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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入家门啰——”
楼下炮仗如雷。老太太把脸贴

到纱窗上看，没错，是小区龙舟队的
人把龙舟抬回来了——队伍浩浩荡
荡，头戴统一的鸭舌帽，领头的正是
她家的老头子老袁，兴奋得眼睛不
像眼睛鼻子不像鼻子。

一

两个月前，老袁也有过鼻子不
像鼻子眼不像眼的时候，却是急
的。当时老袁想在小区组个龙舟
队，却处处碰壁。人家说：“瞎闹！
都是买的商品房，你以为整个龙舟
队就能成一条村的啦？”

的确，这楼里的住户哪里来的
都有，论血脉无血脉，论宗亲无宗
亲，大家在这座城市里唯一链接的
就是共同的“谋生”二字，谁也没那
个时间，更没那个兴致。

老袁却是铁了心，一家家去做思
想工作。他说，咱小区后头就是江，
条件得天独厚。又说，自己年轻时就
是赛龙舟的一把好手，年年帮乡里挣
脸面，当个龙舟教练不在话下。还
说，大家伙儿都出门在外，背井离乡，
平日里电梯里见了面也不知道谁是
谁，但有了龙舟就有了共同的记忆，
有了共同的记忆那就能算是“一家
人”，在这城里就能“生根”。

响应的人倒是有，但不多。老
袁一急，说话就不怎么讲究了，尤其
是他说到还要大伙儿掏钱众筹的时
候，有人就听出了别的味儿，说话也
开始“不是味儿”了。

老袁一恼，干脆在小区空地上
支起大炉，吊起大鼎，手握大锅铲
……干啥？焖大鹅！焖地地道道的
客家大鹅。老袁翻炒的动作极其夸
张，大锅铲高高扬起，绕个大圈铲下
去，显然是用划龙舟的动作在炒大
鹅，翻滚，再翻滚，鹅肉就呈现出诱
人的糖栗色。进进出出的居民有的
围观，有的掏出手机就拍，就是没人
想到给老袁搭把手。老袁又热又
累，大汗淋漓。老太太也没在一旁
帮忙，她躲楼上偷着看——不是不
懂焖鹅，是心疼钱呢。死老头子整
整买了三只大鹅！一个月的退休金
都搭进去了吧？

直到焖鹅的香味飘进各家阳
台，钻进鼻孔，老太太这才坐不住

了，阴着脸下楼看。这会儿老袁已
经有帮手了，是住二楼的老张和住
三楼的老郭。

人可能会忘了自己的来处，食
物不会。老张和老郭就是被焖鹅的
香味引下楼的。老张是肇庆的，老
郭是东莞的，都是擅长焖鹅的地方。

鹅焖熟了，吃！不仅自己吃，也
请邻居们吃，挨家挨户送去。有了
香喷喷的“敲门砖”，老袁的游说难
度降了些许，但积极响应的人依旧
不多。

二

城市在横向蔓延，所到之处皆
被钢筋水泥和需要电才能动的各种
东西占领，龙舟这么原始的物件显
然不合时宜。邻居们大多只是接了
鹅肉客客气气地道谢，对于老袁“一
家人”的说法不置可否。

老袁心里急，还是耐着性子
送。天色暗了，他借着楼道里时亮
时不亮的灯光继续送，送到八楼的
时候，出事了。

八楼电梯对面住的是独居的赵
老太，七十好几了。往日里这个时
候，赵老太应该差不多在吃饭，椅子
挪来挪去，电视声震耳响。但今天
老袁他们按门铃，没人应，把耳朵贴

门上听，也没半点声响。经常盯着
楼下垃圾回收处看的老张认真回忆
了一下，今天确实没见过赵老太下
楼扔垃圾。老袁去问七楼的，也说
今儿没听到楼上有什么动静。“不
好，要出事！”老袁赶紧喊来物业的
人，物业又喊来了赵老太的亲人，开
门一看，赵老太趴在马桶旁已不省
人事。

人多好办事，大家七手八脚把
赵老太抬到小区门口时，救护车刚
好到。

救护车动静有点大，惊动了整
栋楼，好些人从阳台探头出来看，有
人陷入沉思。第二天就有年轻人主
动找到老袁，拍胸脯表示愿意参加
龙舟队，说正好锻炼锻炼，省下去健
身房的钱；也有划不了龙舟的来找
老袁，说愿意掏腰包凑一分子，端午
节也好热闹热闹。很快，龙舟就买
回来了，于是有了开头那一幕。

三

今天是新龙舟骏水（注：新龙舟
下水又叫“骏水”，寓意龙舟能划得
跟骏马一样飞快）的日子，老袁择的
吉日，是个周日。其实也不用怎么
择，挑家人们都有空的日子就是好
日子。

“新船落水，顺风顺水！”老袁字
正腔圆地念着，完全按照老家龙舟
骏水的仪式进行：祭拜、点睛、采青，
鞭炮鼓声齐鸣，小区比过年还热闹，
把周围楼盘的人都吸引了过来。

龙舟下水后，老袁就坐在靠近
龙头的位置——年轻时的老袁也是
坐的那个位置。比锅铲大好多的船
桨在他手中扬起又落下，黝黑的皮
肤依旧黝黑，岁月留下的褶子伴着
老袁手中的船桨捣碎了洒在江面上
的阳光，江面上亮闪闪的，洒满了比
金子还珍贵的记忆。老袁情不自禁
像年轻时那样喊起号子来，跟着鼓
点的节奏，一桨又一桨：“嗨哟！龙
舟就是脸面哇！嗨哟！不能给小区
丢脸哇！”

老太太也积极起来，一会儿给
队员们倒自己熬的竹蔗水祛暑，一
会儿给队员们递自己做的家乡点
心，忙得不可开交。

龙舟靠岸，有年轻人凑上前问：
“袁叔，今年端午咱摆龙船饭不？”

老袁抬头看，楼真高呀，各家阳
台上挂着的衣服真多呀，形形色色，
热热闹闹。还有啥犹豫的？横向的
村子已经远去，竖向的村子也得继
续守护好。

“摆！必须摆！”老袁笑眯眯的，
回答得斩钉截铁。

智能语音对答系统被广泛应用于
各大公司的客服热线中。

公司管理者都喜欢用智能客服，除
了不用支付昂贵的人工成本，智能客服
还可以二十四小时在线，终年不休，不
知疲累，且记忆力好，能忠实地遵循公
司制定的各项规定，为客户提供合理的
服务。最重要一点，智能客服不会情绪
化，被客户辱骂也不会产生不良情绪。

这天，李先生拨通某公司的客服热
线。

“你是人工客服还是人工智能？”李
先生开口第一句就这样问道。虽然智
能服务已普及多年，很多人仍厌烦智能
客服，认为与机器人对话，没有受到应
有的尊重。而且，有时智能客服的回答
和指引过于死板和繁琐，解决不了实际
问题。但有些公司为了不让客户知道
是智能客服在线，会把系统改造得十分
人性化，企图混淆视听。

“您好，李先生，人工座席 008 号为
您服务。”甜美的女声不假思索地回应
道，智能系统可以根据来电显示的电话
调出数据库里的客户信息。

“你说你是人就是人啊？怎么证明
你是人呢？”听上去，李先生不是一个可
以轻易被说服的人。

008 号笑了一下，答道：“不知您要
我如何证明？”

“我问你几个问题。”
“没问题。”
“你是哪里人？住在哪里？是从哪

所大学毕业的？你最喜欢吃什么菜？”
“对不起，李先生，问题涉及个人隐

私，无关公司业务的问题，我可以不回
答。请您相信，我是百分之百的人工客
服。”甜甜的声音不失礼貌地答道。

李先生沉默几秒，接着道：“我觉得
你就是机器人。”

“我真的是人类，需要我说方言给
你听吗？”

“机器人也会说方言。据我了解，
最厉害的机器人可以说三千多种地球
上的语言。”

两人对答许久，时间不知不觉地流
逝。

一个小时后，李先生说：“现在我更
加肯定你就是机器人客服了。”

“为什么？”
“瞧，一个多小时过去，你还这般平

心静气地接听我的电话，真正的人类无
法做到这点，只有机器人才行。”

“我们客服人员都受过专业训练

的。”
“好的，你不要挂断电话。我有点

口渴，要去喝口水。我让家里人跟你
说。”

客服热线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没
有解决客户问题，或得到客户同意，不
准随意先挂断电话。很快，电话这头就
换了一个语气粗鲁的男人，骂骂咧咧地
说：“什么玩意！我要投诉，投诉你们这
些机器人客服……”

客服依旧没有反驳，默默承受着。
最后，电话中又换回了最开始的

李先生：“好了，我们在这耗了快一天
了，你不用再企图证明你是真人了。
我要升级投诉，请找你们的主管来，我
需要一个人工客服！”李先生下了最后
通牒。

对方沉默了两秒钟，一会，一个声
线浑厚略带磁性的男人嗓音响起：“您
好，李先生，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客户
主管，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我。”

“你也是机器人！”李先生打断道。
“不是……”
“那我问你，之前的通话中，我说过

一串数字，请问是什么？”
“8873744！”
“还说你不是机器人？”
“我……我们受过专业训练，而且

有录音记录。”
“别再胡扯了，马上给我转人工客

服，不然我会继续投诉下去。”
这时，客服中心的监控人员发现了

这通异常时长的电话，立马插入进来，
向李先生道歉：“实在对不起，李先生，
是我们的工作疏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
到您？”

“算了，还是安排人上门服务吧。”
“好的。我们马上派出工作人员到

您的地址，为您服务。”
“希望不要给我安排一个机器人

来！”
“绝对不会。”对方连连表示。
电话终于挂断。在 H 软件公司的

会议厅里，主管得意地说道：“太棒了，
他们没有发现李先生是人工智能。”原
来所谓的李先生和他的一众好友，都是
软件公司开发的智能语音软件，可以帮
助顾客分辨客服热线里是否人工客服，
并要求合理的服务。

“这意味着我们的软件可以推向市
场了。”H 软件公司的负责人笑道，“用
魔法打败魔法。相信我们的智能客户
一定会大受欢迎。”

□黄超鹏智能客户□王溱“““““““““““““““““““““““““““““““竖向竖向竖向竖向竖向竖向竖向竖向竖向竖向竖向竖向竖向竖向竖向竖向竖向竖向竖向竖向竖向竖向竖向竖向竖向竖向竖向竖向竖向竖向竖向”””””””””””””””””””””””””””””””的村子的村子的村子的村子的村子的村子的村子的村子的村子的村子的村子的村子的村子的村子的村子的村子的村子的村子的村子的村子的村子的村子的村子的村子的村子的村子的村子的村子的村子的村子的村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