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客户：

您好!为保障存款人合法权益、落实个人银行

账户实名制，我行根据《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

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关于加

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

事项的通知》等要求，对在我行开立的个人银行存

款账户相关身份信息完整性和真实性进行了核

实。为符合监管政策要求，并依法保护存款人账

户资金安全和合法权益，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凡客户在我行留存的姓名、性别、国籍、职业、

经常居住地址（或单位地址）、联系方式、身份证明

文件的种类、号码和有效期限等信息缺失或发生

变化，请您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通过我行手机

银行、网上银行等自助渠道变更本人客户信息，或

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省内任一交行营业网点

更新，我们将为您提供客户身份信息补录服务。

我行自 2019 年 7 月 1 日开始，对在我行留存

的客户信息缺失、证件有效期已过期、职业分类信

息不准确的客户，将限制其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

行、手机银行等自助渠道办理业务。您只需携带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我行任一营业网点核

实身份信息后，即可恢复正常业务办理。

为避免影响您的日常交易，请您尽快更新您

在我行的个人身份信息。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

祝您生活愉快！

如您对以上内容有疑问，敬请垂询我行各营

业网点、或致电95559。

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2019年3月15日

关于更新补录个人客户信息相关工作的通告

最近，夸夸群火了。

而夸夸群最早却是出现在浙大的学生之间。

2 月 28 日晚，浙大夸夸群创立，短短两天内，慕名而来的学生们便加满了一个 500 人微信群。目前，浙大

夸夸群上线半月已有6个分群，群成员将近3000人；每个群的活跃度都能在几分钟内达到“99+”。同时，每天

都有新成员被自己的同学、朋友邀请进群，群内人数仍在不断增加。

夸夸群目前已从浙大蔓延到全国各大高校，并在社会上流行起来。3 月 14 日，《钱江晚报》官微头条报道

了浙大夸夸群现象，当天阅读量突破十万，并相继被各大主流媒体转载，引发持续关注。

最暖微信群，雨天丢伞也会被夸上天

浙大夸夸群火了，网友纷纷求进群
夸夸群或将项目化，在互联网上搭建虚拟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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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错公交丢了伞
也能被表扬？

浙大夸夸群里，画风异常和谐。无论是

网购遇见无良骗子，还是实习被上司批评，一

桩桩令人心情糟糕的“人间惨剧”经过群友们

充满创意的赞美，都能瞬间变得温暖而治愈。

“现在大学生心理压力都很大，大家需要

一个能获得鼓励与信心的地方。”浙大夸夸群

的发起者，市场营销专业大二学生苏嘉琦说。

3月5日傍晚时分，在浙大夸夸群里出现

了一条十分“应景”的消息：

“坐错公交车，伞也丢了，求夸！”

这位“求夸者”是浙江大学物理系的研究

生郑实益。消息发出后的短短几分钟内，群

友们便献上了精彩纷呈的花式夸赞：

“居然没丢手机，还能给我们发消息的你

就是最棒的！”

“假如不坐错公交，你一定不能看到别样

的风景，这实在是平凡生活中的一场奇遇！”

之后，郑实益返回原地找到了自己的雨

伞，并再次得到群友夸奖：

“能够失而复得，你真是个幸运的人！”

原是一件令人恼火的糟心事，经过充满

善意与创意的夸赞，转眼间便成为一段快乐

而温暖的经历，这便是夸夸群的神奇之处。

郑实益认为，夸夸群之所以能快速建立

并保持活跃度，实际上反映了当代人的一种心

理需求。特别是在“杠精”（指网络上习惯性抬

杠的人群）横行的互联网上，一个能始终为他

人提供正面反馈的社区尤其难得。正是大家

对积极情绪的渴望为夸夸群提供了生命力。

“求夸者的每句谢谢
都让我非常感动”

“其实大学生也挺不容易的，遇到难过的事

又不想让身边人担心，只好藏在心里。”苏嘉

琦说，“但在夸夸群里获取陌生同学的安慰，

既不会产生心理负担，也给了情绪一个安身之

地。”

苏嘉琦并不认为大家的夸赞行为是出于

新鲜：“我在群里待了这么久，也夸过了很多

人，但每一次求夸者对我们说谢谢时，我仍然

觉得很感动、很温暖。”

目前，浙大夸夸群的夸赞内容主要存在

三种形式：搞怪型求夸（如“我今天买了个柚

子，求夸”）、求安慰型和求表扬型。

苏嘉琦希望能引导浙大夸夸群向后两种

夸赞形式倾斜：“如果夸夸群能最大程度帮助

到有需要的同学，发挥一定的心理疗愈作用，

那是再好不过的。”

夸夸群或将项目化
打造高校虚拟社区

苏嘉琦告诉钱报记者，夸夸群专属小程

序目前已经处于内测阶段。

发现浙大夸夸群的热度急剧上升后，苏嘉

琦便与工业设计、计算机专业的同学组成了夸

夸群运营团队，并向全国高校传播扩散。

目前，夸夸群在浙大创始团队的推广下，

已经在清华、北大、复旦等高校落地生根，各个

高校的夸夸群反响热烈，并在知乎等问答平台

引发了网友的高度关注与讨论。

“我们计划打造一个以‘夸夸’功能为主

打的高校交流圈。以流量带动功能，在互联

网上搭建一个能为大家带来温暖的虚拟社

区，”谈起项目的未来规划，苏嘉琦眼里充满

憧憬，“我希望大家能在这里获得来自陌生人

的善意和感动。”

而说到夸夸群的项目化进程，苏嘉琦也

直言其中存在不少困难。如何引导社区言

论、是否实行实名认证，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

谨慎考虑。“但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有温度、

有意义的项目，希望它能带给我们惊喜。”

网友：此群只应天上有
专家：符合积极心理学原理

在钱江晚报官微的评论区里，读者纷纷

表示“求进群吸收正能量”、“看完心情非常

好”，并有读者认为“此群只应天上有”，更有读

者留言说“我把高中同学群改成了夸夸群”。

但评论里也有质疑的声音，“这不是自己骗

自己吗”、“不是所有事情都值得夸，物极必反”。

钱报记者随机采访了浙大夸夸群内的成

员，大家普遍表示最初加入夸夸群是出于好

玩。广告学专业大三的学生沈添（化名）说，

“群友的夸赞都太有趣了，我现在每天靠夸夸

群减压。”而经济学专业大二的学生陈海（化

名）称自己是为了舒缓心情，“生活遇到困难、

有情绪了，来夸夸群求夸也是很正常的。我

觉得这只是一个课余时间的娱乐活动，当然

是开心最重要。”

除了夸夸群带来的正面影响，也有群成

员认为这种“为了夸奖而夸奖”的风气正在让

夸夸群失去它真正的功能。计算机专业大三

的王涛（化名）在采访中表示：“我觉得还是要

回归夸夸群真正的功能吧，不要变成一个大

家消磨时间、‘娱乐至死’的地方。”

对于浙大夸夸群走红的深层原因，浙大

心理与行为科学系副教授杨宏飞表示，浙大

夸夸群的表现符合积极心理学原理。

“同学们能用积极思维看事情，这是个值

得肯定的优点。”不过他也提醒大家，在夸夸群

里夸奖他人要注意真诚合理、适度适量，否则

容易产生成瘾或成人依恋等问题。“心理教育

的目标是培养有独立人格的人，而接受他人夸

赞是为了培养自我夸赞的能力，最终培养出不

依赖他人夸赞的独立人格。这叫助人自助。”

最后，杨宏飞建议，要想学会用积极思维

思考，不妨阅读“积极心理学”的相关书籍，有

意识地运用其中的思想和方法，培养自己的

积极心理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