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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说再见

“天涯官网已无法打开”的话题评论区层
层盖楼时， 天涯社区官方微博还在转发社会
新闻。其中一则主题为“你好，明天”，讲述了
一个年轻人对知识改变命运的“旁白”，“每个
人都生而有翼，向前走、向上飞翔，便拥有充
满力量感的人生”，此情此景，恰如其分。

用户不在乎天涯社区官微转载了什么，
挤在近期几乎每一条博文下感慨，“我的青春
没了”“咫尺天涯，再见”……

让他们集体唏嘘的导火索是：天涯社区官
网无法访问。北京商报记者下载苹果版天涯社
区发现，目前App可正常下载，不过在登录环
节出现卡顿，记者多次尝试均未登录成功。

用户有理由担忧，也可能有点过分担忧。
4月1日，天涯社区曾发布公告称，近期将进行
技术升级和数据重构， 在此期间平台将无法
访问。“网站打不开是因为技术升级的原因
吗？”“天涯社区要彻底关停吗？” 北京商报记
者通过留言、私信等方式联系天涯社区，截至
发稿对方均沉默以对，客服电话虽可拨通，但
始终无人接听。

这和2022年11月下旬天涯社区登上热搜
时的情况不太一样，当时有网友称，天涯论坛

无法发帖，论坛帖子的最后回复时间不更新。
很快，天涯社区恢复正常访问，且正常更新论
坛发帖时间。12月1日， 天涯社区还通过官方
微博澄清，平台目前一切正常。

一系列问号加上前后反差，让用户忍不住
发问，“你真的是（天涯社区）官博吗？别发博
了，快去把我的青春整回来啊”，像极了虾米
音乐、腾讯微博等关停时的全民线上追悼，作
为中文互联网网络论坛领袖，天涯社区值得。

北猫扑南天涯

1999年3月， 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刑
明创立的天涯社区上线， 那时QQ刚上线一
个月，主打1对1即时通讯，天涯社区广场式
的交流方式，很快推高了平台的活跃度。大学
教授、杂志编辑、专业作家在天涯谈古论今，
初代网红宁财神、 芙蓉姐姐、 犀利哥从天涯
“出道”。

如果还想更具象，《鬼吹灯》《盗墓笔记》
《明朝那些事儿》等超级IP诞生地，“顶”“踩”
“灌水”“沙发”等网络语的出处，天涯社区和
Z世代网友或许会更近。可以这样说，中国互
联网早期的荣光里，有天涯社区的一把柴。

在那个时代， 能数出不少经典的网络论
坛，ChinaRen、猫扑网、西祠胡同、天涯社区

都算。“80后”软件工程师武轶（化名）很长一
段大学时光就泡在这些论坛上，最早在猫扑后
来转战天涯社区，一方面原因是猫扑推出时间
更早，另一方面是猫扑早期的内容更优质。

被千橡互动并购后，猫扑内容质量下降，
天涯社区的江湖地位大升， 武轶就是那时成
为“天涯人”的。

他最初对软件设计的审美也由天涯启
蒙，“它（天涯）没有花里胡哨的UI（软件界面
设计），而且从来不缺乏话题，在很长一段时
间里保持着内容的品质”。

“跟你聊天涯会不会暴露了年纪啊。”武
轶说完，附了一个捂脸笑的表情。

更多网友只是听说， 北京商报记者随机
采访了多个“90后”、Z世代网友，他们几乎都不
是天涯社区的用户，“是个贴吧、论坛吧”“初中
时候听说可以在上面看八卦”， 还有人反问记
者“好像跟什么扑差不多，虎扑还是猫扑？”

相关数据显示，2003年，天涯社区注册用
户300万，日访问量2000万左右。当时中文互
联网网民只有7950万人。

领袖变路人

2010年之前， 互联网新闻上总有天涯社
区的位置，后来主角换成了微博，那些顶着天

涯屋顶的大V们，给自己又搭了一个家。
那场著名微博PK的前半段，搜狐CEO张

朝阳和腾讯CEO马化腾亲自上阵、寸土必争，
后半段搜狐回撤、微信出世，新浪微博以更名
微博的形式，宣告了自己的江湖地位，天涯社
区整场都是旁观者。

“从PC转到移动互联网我们是不成功
的。”邢明曾在采访中承认，“外部原因是当初
在成都锦江区建设移动互联网总部基地的决
定，不仅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还惹上了
官司， 导致公司健康的发展成长过程被打
断，这是主因。内部原因是融资后的一段时间
内偏离了去中心的、Web2.0的平台方向，过
于强调中心化和媒体化，从而走了弯路，这是
次因。”

要过移动互联网这道坎的不只天涯，
“互联网底层技术、传播形式发生改变，老产
品顺利过渡的案例不多，QQ算一个，更多是
微信打赢微博、直播挑战电商的意外，打败
新浪微博的肯定不是另外一个微博，就是这
个道理”， 比达咨询分析师李锦清告诉北京
商报记者。

互联网行业“二八定律”让天涯社区在大
厂的夹击下节节败退。2015年4月挂牌，2019
年4月天涯从新三板摘牌，更多都是天涯老用
户在狂欢、落寞。

要知道和天涯社区同年成立的搜狐，
2000年就赴美上市，大天涯社区1岁的新浪和
腾讯，分别在2000年和2004年上市。回看天
涯社区，2015年、2016年、2017年上半年，净
亏损分别是1990.7万、1088.47万和791.9万
元。2016年营收从2015年的1.73亿元降至
1.31亿元，2017年上半年营收5086.56万元。

新人笑旧人哭

市场不会停下来等每一个人， 尤其在网
络社交这种拥有天然用户需求的赛道， 聚光
灯先集中在微博、陌陌、知乎、小红书、Soul身
上，后盯着抖音、快手不放。2019年前后互联
网还发生过一场持续的社交乱战， 字节跳动
创始人张一鸣、搜狐的张朝阳、快播创始人王
欣、“真还传”当事人罗永浩都有实质性动作，
结果也都不尽人意。 常年待在苹果应用商店
免费社交榜单前五的应用，多有十年历史，天
涯社区离前排越来越远。

七麦数据显示，4月26日天涯App在苹果
应用商店免费社交榜排名148位， 近7天下载
量总计约6872。排在榜一的小红书近7天下载
量总计约126.7万。

天涯社区也不是总沉默着，2022年7月它
以发布天涯虚拟世界白皮书1.0的形式， 进入
元宇宙赛道，接受媒体采访时，刑明提到了错
过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遗憾， 希望跨过移动互
联网直接在元宇宙布局。

“元宇宙是天涯社区的最后努力，它想要
改善论坛的社交模式，提高用户体验，但元宇
宙需要很多资本投入。很显然，2022年的天涯
社区已经不具备这个能力。”浙江大学国际联
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
主任盘和林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一番折腾后， 天涯社区没能回到社交市
场C位,从业者也都明白，当下的社交形式不
会是终极。

QuestMobile�2023中国移动互联网春
节大报告显示，用户注意力依然在向短视频
平台集中，2023年3月， 短视频行业用户使
用总时长占比26.3%，是用户花最多时间的
细分行业， 即时通讯排在第二占比21%，社
交平台没有被单独披露。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

4月1日，天涯社区发布技术升级和数据重构公告时，已预告平台将无法访问，但当用户发

现网站真的无法打开，依然感时伤怀，似乎认定“天涯”不会再见。

“实在搞不下去找个下家， 天涯社区还是有些价值的”“以前是‘海内存猫扑， 天涯若比

邻’，现在是‘海内无知己，天涯皆路人’”，“天涯人”聚在微博、抖音悼念中国第一代最有影响

力的社区网站。也有冷静的观察者提醒，“说不定是因为技术升级呢”。天涯社区则保持佛系，

不紧不慢地在竞争对手的平台上转发着别家的新闻，始终没有回应是否永久关闭。

网友强烈的代入感不是没来由，网易微博、腾讯微博关停，西祠胡同500万股股份以一块

钱甩卖……天涯社区挨到现在已经难得，更何况小红书、微信、QQ、微博、知乎等后来者正一

次次用行动证明，社交平台躲不开新人笑旧人哭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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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上云实时监测

相较于传统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务农
模式，数字技术给了农业发展的新可能。

“现在蜂箱的温度是多少、 湿度是多
少？以前每天要查箱，现在看手机就行了。”
甘肃省陇南市养蜂大户老张说。现在，老张
的蜂场全都安装了摄像头， 他可以通过智
慧蜂业数字化管理指挥平台实时了解蜂场
区域的安全状况。每年的“分蜂”关键时节，
老张都会利用蜂箱安装的微型摄像头，通
过AI智能分析判断蜂群分蜂意愿， 在分蜂
时期，获取精准的分蜂预判信息。

如今，这样的情景在陇南早已不是新
鲜事，越来越多的蜂农利用先进的数字技
术进行“智慧养蜂”。随着陇南市大力发展
现代山地特色农业，将中蜂产业作为优势
特色产业培育，天翼云数字技术也被引入
陇南为百姓养蜂提供技术支撑， 让全市
2.6万户蜂农都使用上了智能化、 信息化
的养殖设备。2021年，陇南市共计养殖中
蜂40万箱，蜂业总产值达2.8亿元，让当地
老百姓真正走上了一条以“甜蜜”谋富裕
的道路。

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里， 天翼云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翼云”）资深专家祁
超指着展馆里的模拟大屏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如今，天翼云为陇南打造的智慧养蜂管

理平台已覆盖上万蜂群， 节省50%人力成
本，同时也提升了本地蜂蜜的销售量。

“早上看数据，晚上再看，比如说增加
了两斤，养蜂人很直观就能知道，是哪个地
方进蜜多。如果某个地方很留蜜，养蜂队就
会把大部队搬去。 还可以同时在两个地方
试验，比较哪个地方更好一些，不用像以前
那么辛苦地去采点。”老张说。

据祁超介绍， 这种实时监测的农业生
产服务，天翼云几乎已经应用到了畜牧、种
植等各个细分行业。

农资服务信息实时查询

4月正是春耕的时节，农资是贯穿耕种
和收获全流程的必备物品。

在数字福建场馆内， 福建有伦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有伦”）
展示了数字农机综合服务平台。通过在线
平台，农户可以实时查询附近合作社可提

供的拖拉机、水稻插秧机、旋耕机等农机
的空闲数量， 并按时间地点进行预约。入
驻平台的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也可以实
时查看各地的订单需求，并安排农机前往
提供服务。

“通过农机信息的上云，可以实现农机
资源统一调配， 提高农业机械的使用率。”
福建有伦展示台的王女士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以往农户预约农机服务可能只是预约
相熟的人员或是附近的合作社， 当地收
成时间较为集中时往往会耽搁不少时间，
线上实时查看农机闲置情况， 则可以提高
效率。

在当天下午的数字政务与数字社会论
坛上， 农业农村部大数据发展中心副主任
韩巍同样介绍了“全农码”， 在当下涉农
App较多的情况下， 农业农村部大数据发
展中心借鉴了健康码的思路， 通过全农码
的关联托管可以把全国涉农的所有资源主
体、产品等相关数据链接起来，通过一个码

就能查到它对应的所有溯源环节， 便于消
费者和农户更安全放心地选用相关农产品
和农副产品。

便捷销售+拓展渠道

在经历辛劳的农忙时节之后， 如何将
农产品销售出去是农民们最为关心的事
情。而在助农销售上，数字技术也发挥了大
作用。

邢健鑫所使用的在线售粮预约平台正
是由号称“大国粮仓”的中国储备粮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储粮”）和天翼云
携手推出的“惠三农”App。当前，我国粮食
产量呈现逐年上涨趋势。2022年我国粮食
总产量13731亿斤，创历史新高，销粮需求
也同步高涨。

祁超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农户售粮”
这一课题自身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
由于农户地域分布广， 且使用的手机运营

商不同，中储粮要想打造统一的网络平台，
现有的通过自建机房形成的基础资源能力
难以满足应用的需求；另一方面，粮食收购
高峰期时，农户售粮预约集中，对于基础资
源需求剧增， 传统部署模式很难做到自动
监测、动态扩展，当用户并发访问量急剧增
加时，系统容易崩溃。

“在这种背景下，天翼云发挥自身云平
台laaS层的深厚实力，为‘惠三农’App提
供了安全可靠、弹性扩容的云主机、云数据
库以及云安全等laaS基础资源能力， 并通
过CDN内容加速功能， 从根本上满足了全
国各地售粮农户无论何时何地均可对‘惠
三农’App进行快速、高效访问的需求。”祁
超称。

“往年去哪个粮库卖粮可以说是碰运
气，不知道哪个粮库还能收粮，高峰期去粮
库卖粮也会碰到排队，经常要等上好几天。”
邢健鑫说，有了“惠三农”App后可以在App
首页根据手机定位显示最近粮库列表，点进
后查看粮库信息，就能预约哪天卖粮。

另外， 福建有伦展示的农产品地理标
志信息化数字平台同样是助农销售的典型
案例。该展位负责人表示，平台上实时显示
福建省的地标农产品及由当地政府审批的
生产企业， 消费者可直接通过平台查看产
地信息以及进入企业的电商平台， 确保所
买到的产品是官方的地标农产品。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陆珊珊

“往年一次卖粮可能需要3-4天，而去年卖粮仅用1天左右的时间，就把三车粮食卖出去了。利用在线售粮预约平

台，不仅方便了我们农民卖粮，还非常节省成本。”家住哈尔滨市木兰县柳河镇向山村的农民邢健鑫这样说道。

邢健鑫的经验是数字技术在农业发展中的一个生动缩影。 伴随数字中国建设， 农业发展也搭上了数字经济的快

车，向便捷化和高效化前进。4月26日-30日，第六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在福建省福州市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各大参展商也带来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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