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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树抱树””减压减压

是科学疗愈还是科学疗愈还是心是心理安慰理安慰？？

火到全国的足球狂欢是如何炼成的
热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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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夏天，最热的地带可能在
“苏超”。

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自5月10
日开踢后，直接开启“炸场”模式。线
下，前两轮场均上座率碾轧中甲；线
上，多个话题播放量破亿。前有火爆
的贵州村超、村BA，后起之秀的“苏
超”，又该如何将这一现象级热度持
续加温？

3月选拔，5月比赛“你行你上”
“苏超”究竟有多火，从一组数

据中可窥一斑。官方数据显示，前两
轮场均上座人数已达8798人，超过同
期中甲联赛水平。第三轮赛事热度继
续攀升，场均观众突破万人，徐州、盐
城等多地球场观众超过两万人。据江
苏省体育局统计，“苏超”已吸引超18
万名球迷涌入各个主场城市，现场
观赛上座率堪比职业足球联赛。

相比线下，线上“苏超”的热度
也实实在在“烧”起来。抖音话题#
江苏城市联赛##跟着抖音博主现
场看苏超##苏超联赛爆火#等播
放量破亿。

“苏超”为何如此火爆？它的魅力很
大程度源自其草根属性。徐州市足协主
席、徐州领队李峰介绍，徐州队44名队
员里，既有曾踏上职业道路的球员，也
有大学生。而这次联赛，13支代表队几
乎都是如此。队员中既有职业球员，也
有个体工商户、大学生甚至高中生。

李峰还介绍，他们3月份开始选
拔球员，通过三次选拔确定了徐州队
队员。正如网友所言，这种“你行你上”
的开放态度，让比赛褪去竞技压力，充
满“本地人代表家乡而战”的亲切感。

“友谊第十四”梗先玩起来
足球比赛本身是严肃的，但网友

的调侃却让“苏超”变成一场“梗王争
霸赛”，激发了全民无穷的创造力。

常州球迷小雷分享道：“我们常
州人也特别喜欢这些梗，比如‘常
州-吊州-巾州-丨州’这个梗，是因
为常州北站火车站的‘常’字上面的
字头不亮了，就像变成了‘吊’字。巧

的是，从这个梗出现后，我们球队开
始输球，然后网友就顺着调侃，吊州
又变成巾州，再变成丨州。大家就通
过这种方式，想让常州出圈。”

其他城市之间的对决，也衍生出
众多有趣的梗。苏州与无锡的“苏南德
比”，被网友总结为“苏州保住了太湖，
无锡保住了机场”；南京与无锡的对决，
成了“盐水鸭VS水蜜桃”的咸甜大战；
徐州与连云港的比赛，因连云港以孙悟
空形象为特色，徐州则有烧烤、落馍等
元素，网友们调侃为“落馍卷悟空”。

而徐州与宿迁的比赛，因有着
2000 多年楚汉相争的历史渊源，赛
前就备受关注，赛后网友们更是笑
称“没有韩信帮忙，刘邦未必能打过
项羽”，原来比赛中徐州队在伤停补
时阶段绝平宿迁队，恰似当年韩信
助力刘邦扭转战局。

这些幽默的解读，不仅让比赛
更具话题性，也让各城市的文化符
号在互联网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
播。甚至官方也下场与民间互动玩
梗，赛事打出“比赛第一，友谊第十
四”的口号。既保留了竞技体育的严肃
性，又巧妙融入了网友们对江苏“十
三太保”相互竞争调侃的戏谑智慧。

踢出一粒球 火出“苏大强”
目前，三轮比赛已经结束，第四

轮比赛将在 6 月 14 日再次“开战”，

而“苏超”引发的连锁反应仍在持
续。

在第一轮“苏超”比赛前，部分
城市还担忧观众寥寥，可转眼间，第
二轮、第三轮的门票便一票难求，一
些城市原本十元的门票甚至被炒至
百元以上，球迷的热切期待可见一
斑。

“苏超”巧妙地利用足球的社交
属性，成功带动了“散装”城市之间
的文旅交流。

常州在赛前向扬州发出“城市
邀约”，端午期间扬州游客可免费游
览常州所有 A 级景区；镇江在比赛
期间对宿迁市民免费开放国家级景
区，球迷还能凭门票享受美食折扣。
这些举措不仅吸引并留住了客场球
迷，更让足球成为城市间经济与文
化互动的有力催化剂。

网上有人不禁发问，这场从球场
火到全国的足球狂欢是怎么“炼成”的？

事实上，江苏作为经济发达省
份，在职业足球发展体系上虽有欠
缺，一时间难以与足球强省相比，但
江苏一直以来都是足球热土。徐州
的“村界杯”与“村超”南北呼应，苏
州和南京位列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
市榜，加之江苏拥有众多球迷，这些
都为“苏超”的火爆奠定了坚实基
础。 本报综合消息

参加驾考 C2 科目一考试的于
某花，轻松躲过了摄像头的监控和
工作人员的巡查。

她坐在考场的座位上，看着眼
前的电脑屏幕，右手放在鼠标上几
乎不动。14 分钟后，100 道题目“自
动”做完了。一道题目都没做的她，
考试成绩达到“合格”。

考场内的电脑竟能“自动答
题”？这起发生在河北石家庄的驾考
舞弊案引起警方重视。

在侦查过程中，办案人员“挖”
出了此案背后的两个犯罪团伙，其中
包括考场负责人黄某。经查，涉案人员
以技术手段截留考场的专用网络信
号，并通过远程控制帮助考生作弊。

考生花钱“求助”，轻松通过理
论考试

于某花是在石家庄的一处考场
完成科目一考试的。监控视频显示，
她和其他考生一样，都按要求身穿

“防作弊服”。当日10:08，她坐在4号
座位参加考试，10:22离开考场。

用时14分钟，于某花“完成”了
100道题目。她的考试成绩为合格。

接受记者采访时，石家庄市公
安局交管局车管所第三分所所长洪
敦尚等人介绍，在接到关于驾考舞
弊的举报后，工作人员通过大量排
查，将作弊考生锁定为于某花。

从考试的监控画面来看，于某
花当时坐在座位上，眼睛盯着前方
的显示屏，右手使用桌面的鼠标。在
她身边，不时有监考人员走动。

车管所工作人员李浩介绍，考
生进入考场前必须经过安检，考场
覆盖了监控系统，考试时还有工作

人员巡查，“我当时想不到，我感觉
不太可能作弊。”

据于某花交代，她在 2024 年夏
天用手机“刷视频”，在网上认识了

“汽车博主”侯某。侯某是一所驾校
的网络主播，经常在网上招揽考生。

文化程度不高的于某花说，参
加驾考她最怕理论考试，认识侯某
后便有了“投机取巧”的想法。她除
了缴纳 C2 驾照的报名培训费用
3680元，还交了8000元“特别费用”。

“他们说，你要是‘绿’一科，就
交2000元。四科都‘绿’，不就是8000
元 嘛 。”于 某 花 认 为 对 方 所 说 的

“绿”，就是设法“通过”的意思。可事
实上，对方只是把她当作VIP学员，
提供了更多培训帮助，比如，将二千
道应试题目精简到二百多道题，让
于某花练习并记住答案。

“我当时不愿记，我也记不住。
我说能通过其他办法让我考过吗？
她说可以，但还得掏8000块钱。”于
某花便向对方又转账了8000元。

临近考试的一天，果然有人前
来“培训”于某花。在一辆汽车内，对
方向她介绍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
案是让其绑定一个振动器，根据振
动的次数来选答案；第二个方案更
简单，“啥都不用管”。

于某花选择了第二个方案。考
试当天，她装模作样地坐在考场，眼
前盯着显示屏，右手放在鼠标上，让
人以为她在做题。

到底是谁在帮她做题？
令人不解的是，驾考的网络系

统采用独立专网，和外网是物理隔
离的，作案人员如何实施对考试电

脑的操作？
办案民警通过于某花、侯某的

转账记录，发现了另一“中介”冯某，
但侯某、冯某并未直接为于某提供作
弊服务。经过深挖，这起驾考作弊案
竟然涉及五个“层级”。民警顺藤摸
瓜，锁定了涉案的王某、于某、黄某。

经查，上述犯罪嫌疑人通过五
个层级，“分包牟利”。其中的核心人
物黄某，竟然是涉案考场的负责人。

据办案民警介绍，整个作弊行
为由黄某策划，作弊使用的网络入侵
设备、振动器等，均由他购买。刘某作
为理论考场网络管理员，受黄某指
使，负责调试和连接作弊设备；于某
负责招揽作弊考生，传授作弊方法。

在考场旁边的墙角，办案人员
发现了私接专用网线的痕迹。指认
现场时，黄某对此供认不讳。

警方发现，黄某等作案人员通
过网络设备接入考试专网，从而实
现远程控制考试电脑的目的。在作
弊过程中，他们雇佣考试“枪手”，通
过振动器向考生传递答案，或者直
接通过远程控制电脑，替考生答题。

此后，民警深入调查驾考专网
入侵技术的源头，以刘某为首的另
一犯罪团伙也浮出水面。该团伙成
员利用技术手段，规避专用网络的
入侵检测，通过远程控制实施驾考
作弊，以“帮助”投机取巧的考生。

据办案人员介绍，两个犯罪团
伙的十多名犯罪嫌疑人员陆续落
网，此案侦查终结，目前已移送检察
机关审查起诉，待法院审理判决后，
将依法对涉案考生进行追责。

本报综合消息

杭州姑娘丁丁工作受挫，报名参加了体验价为780元的“森林疗
养”，持续了近三小时。首尝“森林疗养”后，丁丁至今还保持着每月
一次的森林“充电”频率。丁丁说，“森林里不仅有树，还有阳光、风
和溪水，让我能更好地对抗压力。”

丁丁的行为，也引发公众对自然疗愈和心理健康的广泛讨论。
支持者认为抱树疗法能让不良情绪有宣泄出口，能起到缓解焦虑的
作用；反对者则认为这种疗愈方式纯属“智商税”。

从科学的角度看从科学的角度看
这是一种被低估的这是一种被低估的““治内耗治内耗””方式方式

体会过“抱树”的人表示，“抱树”可以缓解焦虑、十分解压，能让
人重新收获快乐、放松自己。

“抱树”真的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吗？答案是：真的！这是一种被
低估的“治内耗”方式。研究发现，每天花点时间给树木来个深情的
拥抱，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压力，增强幸福感，改善情绪，提高
免疫力……甚至可以改变大脑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变得更加快乐。

“抱树”为什么能让人心情舒畅？
不少人认为，“抱树”所带来的疗愈与快乐感很有可能是因为受

到了宗教信仰与心理暗示的影响。但当代的心理学家在长期的研
究中，确实为其找到了一些具有科学意义的有力证据。

被称为“拥抱医生”的临床心理学家斯通克·劳沙尔博士在《拥
抱疗法》一书中解释道，“抱树”有助于提升人体内催产素的含量水
平，它是一种与幸福感、快乐感、平静感和信任感等情绪体验息息相
关的激素。而使催产素水平增加的一种有效方式就是通过触摸，尤

其是手部触摸。
人类的每只手掌有29块骨头，由123条韧带、35条肌肉、48条神

经和30多条动脉与数量众多的血管联结组合而成，这复杂的结构让
我们的手部有着格外细致的感受能力。

同时，大脑中的运动中枢和几个与情绪感受相关的部位，都会
随着手部的触摸而产生相应的反馈。研究人员认为当我们在“抱
树”时，手掌通过与其表皮粗糙纹路的接触所传递至大脑的感受会
增加催产素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更容易体会到心情舒畅的情绪感
受。

另外，抚触除了可以激活内部的生化过程外，也有助于打通“人——
物——环境”之间的关系，这是“抱树”有好处的另一重要原因。

此外，“抱树”其实属于自然疗法中的一种技术形式。
自然疗法是一种利用像是树木绿植、自然声音、新鲜空气、溪流

或星空等等自然环境元素的特性，从而促进和改善人类身心健康的
一类广泛技术。其中，还包括像是森林浴、露营、接地（你的皮肤与
地面直接接触，叫做接地）和自然冥想等等活动。

国际自然和森林治疗联盟在研究中指出，当人们身处于足够
“贴近”自然的环境中时，交感神经系统中所产生的皮质醇含量水平
就会呈明显地下降趋势，从而帮助人们缓解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
以及起到调节心跳，血压和压力水平的积极功效。

从疗愈的角度看从疗愈的角度看
““抱树居然得花钱抱树居然得花钱””到底值不值到底值不值

当下，“抱树疗愈”渐被接受。数据显示，在某社交平台，“抱树”
一词的浏览量达到1675.7万，而在这个话题下有5.5万人讨论。

记者输入关键词“森林疗愈课程”在网络上搜寻，发现网络上有
很多“森林疗愈课”的广告，价格普遍是千元以上，从一千元以上至
两三千元的都有，不少广告的广告语都说得比较玄乎，有的甚至宣
称森林疗愈是“科学+灵性”的体验。从“森林疗愈课”的课程安排
看，除了抱树外，还有跳舞、音乐疗愈、冥想、香薰、野餐等。

同时，网络上也有很多森林疗愈师的培训课程，价格从五千多
元至一万多元不等，以某些高校、协会等机构的名义招生。

“抱树疗愈”是智商税？
相比起疗效，网民争议最大是“抱树居然得花钱”，“为啥要花钱

抱树，公园、路边有的是树，随便抱”。
有网民质疑，780元定价包含附加服务溢价，如专业引导、群体

互动及环境设计等。一个简单的抱树行为通过包装后，让消费者
乖乖掏钱。也有网友认为，“有焦虑的人大多不相信自己，需要借
助外力。在他们眼里，那个机构就是有能力解决自己问题的权
威”。虽然，公园免费树木同样有效，但收费项目有一种“心理安
慰剂效应”的作用，令人更加认真地体会，增强了消费者对抱树
减压的信心。也有网民认为，在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森林疗
法”，接触自然确实能缓解焦虑。从这个角度看，丁丁姑娘只是找
到了适合自己的方式。 本报综合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