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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在手机没电时随便借个充
电宝来应急吗？你想过充电宝也是
一个“小偷”，手机里的隐私会被它窃
取吗？近日央视报道，不少经过改装
的充电宝已经具备窃取用户信息的
功能。手机在连接“问题”充电宝后，
会弹出“信任”和“不信任”选项，碰到
这种情况如果点击“信任”选项，充电
宝就会在后台开始拷贝包括照片、短
信等个人隐私。

技术人员展示了一个外表普普
通通的充电宝。其实这不是一个普
通的充电宝，当手机插上之后，它会
通过USB接口自动拷贝手机里面的
数据。

移动安全专家演示显示，充电宝
在充电过程中有信任提示，不小心点
了“信任”，病毒就会自动匹配读取手
机里的数据信息。数据量多的时候
需要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读完，数
据量小的话，只需十几分钟。

还有一种自带 Wi-Fi 功能的充
电宝。这种设备有的既带有USB插
口、MicroUSB插口，还可以插SD卡。
不仅可当移动电源用，还可连接网线
或插上 3G 上网卡当无线路由器使
用。而如果不连接互联网，插上SD
卡或连上U盘、移动硬盘，通过Wi-Fi
连接就可在手机、平板电脑上对存储
设备的数据进行操作，或播放这些存
储设备上的视频或照片。

警方提醒，充电时最好选用电源
方式给手机充电，也可购买仅供充电
的数据线用于连接充电宝充电。另
外，公共场所免费提供的充电接口要
谨慎使用，因为无法确认接口后面有
无加装特殊设备。

警方介绍，标配的数据线除了两
根连接电源正负极的电源线，还有两
根数据传输用线。给手机充电一般
用不上电源线以外的线路。但利用
这些数据线在移动电源内部加装电
路板和相关元器件，窃取手机隐私数
据并不需要很复杂的技术。平时要
注意，最好别借用不熟悉的人提供的
电子设备，也别把自己的电子设备借
给陌生人。 （央视）

随便借个充电宝
手机隐私会被偷？

●百张百元大钞放冰箱上
被老鼠咬成渣

近日，成都的钟女士发现自己放
在家里冰箱上的 12000 元钱不见
了。钟女士说，这些钱已经在冰箱上
放了10多天，后来她找遍了家里，在
一个角落发现了它们。但此时装钱
的袋子已被老鼠咬烂，钱也被撕成碎
条甚至渣渣。所幸在银行工作人员
的努力下，大部分破碎钱币得以拼接
兑换，最终钟女士挽回损失11000余
元。

麻辣热评：
1.这告诉我们，钱应该放在冰箱

里面。
2.银行职员还要会拼图，心疼他

们！

●新西兰女模特一个小时
内吞22个巨无霸

近日，新西兰奥克兰市22岁的
美女模特内拉·梓塞尔，在一小时之
内吃下22个巨无霸汉堡，这些食品
的热量超过1.2万卡，重量达到10.6磅

（约9.6斤）。内拉将这次挑战的视频
发在网上后立即引起网友围观。

麻辣热评：
1.还是那句话，有人吃多少都不

胖，有人喝水都长肉。
2.找这么个老婆等于养了一支

足球队啊！ （扬子）

记者采访了部分网友，他们也进行
了今年流行语的推荐，并说明了自己的
理由。

【本宝宝】

“这是各大网站或者自媒体使用频
率较高的词汇。”推荐这个词的网友说，

“本宝宝”简洁、轻松，又自然卖萌，即使
将它用在严肃的话题上，也能让人放松
几分。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推 荐 该 流 行 语 的 网 友“small?

kenivn”说，这句话的强调效果运用太广
了，不只是在网上流行，在现实生活中、
工作中，不同场合说都能起到不同效果，
可以强调工作的重要性，同时不乏娱乐
精神。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源自一
封颇有情怀的辞职信，随后话题被传得
沸沸扬扬。

多数网友也感同身受地想要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

（重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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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语既要创新又要文明

记者了解到，今年“年度十大流行
语”征集的要求主要有3点——流行、
创新和文明。流行即必须是本年度的

“热词”“潮语”，紧扣时代特点，反映时
代风貌；创新就要求结构、语义、用法上
有创新；文明即要求热词不能低俗不
雅，必须符合社会文明规范的用语。

据了解，每年公布一次的年度十大
流行语，评选主要由5个步骤组成：条
目征集，向社会各界征集备选条目；条
目筛选，对收集的条目进行筛选，整理
出备选条目；组织专家审核，对备选条
目进行逐一审核，形成“十大流行语”初
稿；征求意见；根据反馈意见，再次组织
专家，对“十大流行语”进行最后审定，
形成定稿。

“互联网＋”上榜希望大

《咬文嚼字》执行主编黄安靖透露，
他们今年已收到部分热词，比如“互联
网＋”，推荐的人就特别多，“这不仅是
一个简单的词，它代表的还是一个新的
社会形态，同时改造和影响了多个行
业”。黄安靖说，网友的众多推荐也代
表了这个词在今年的影响力。另外，

“暖”也是大家提到较多的热词，“现在
社会需要很多正能量，温暖的人和事更
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人心”。黄安靖称，
众多的推荐也体现了网友们的期盼。
黄安靖表示，就目前收到的热词来看，
今年的推荐与网络相关的特别多，这也
说明互联网对生活的渗入在逐年加深。

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副教
授冷述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流行语
的产生和风行都反映了一定的历史和
社会时代背景，或者是契合了一定的社
会心态。冷述美认为，流行语的一个特
点就是利用互联网这一载体，由线上向
线下流行，融入人们实际交集和传播当
中。很多热词从网上产生，最终却成为
大家生活中的口头禅。比如，商场中的
售货员们也会时常表达：“亲，你穿着好
看。”

冷述美表示，流行语更多地体现出
当下年轻人的心态和创造性。大家仔
细推敲会发现，首先这些流行语其实都
是有“文化”的，否则不会深入人心；其
次是“好玩”的，公众接受度较高；最后
是“主流”的，利于传播和推广。

自 2006 年 以
来，《咬文嚼字》每年
均会在年底公布“年
度十大流行语”，每
年都会引起社会各
界广泛关注。那么
今年的流行语又将
有哪些上榜呢？即
日起，网友可以推荐
你们心目中的流行
热词，总结即将逝去
的2015。

今年网络流行语
你会推荐啥？

2014年
1.顶层设计；2.新常态；3.打虎拍蝇；

4.断崖式；5.你懂的；6.断舍离；7.失联；
8.神器；9.高大上；10.萌萌哒

2013年
1.中国梦；2.光盘；3.倒逼；4.逆袭；5.

女汉子；6.土豪；7.点赞；8.微××；
9.大v；10.奇葩

2012年
1.正能量；2.元芳，你怎

么看；3.舌尖上；4.躺着也

中枪；5.高富帅；6.中国式；7.压力山大；
8.赞；9.最美（＋身份或职业）；10.接地气

调查：部分网友推荐的流行语

链接：往年十大流行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