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內地網民超8億
人均周上網27.6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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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張沙沙在鄭州中科甲狀腺
醫院工作，2015年6月在宣傳活

動中了解造血幹細胞捐獻相關知識，加
入中國造血幹細胞捐獻者資料庫。3年
後，張沙沙已經更換了地址和工作單
位，但她的手機號始終沒有改變，一直
在醫院行業工作的她更加懂得了病患的
痛苦，也越來越期待自己有一天可以救
人。
2018年11月，張沙沙接到鄭州市紅

十字會的電話，被告知自己與一位白血
病人初步配型成功。驚喜之後，張沙沙
同意捐獻，她的家人也非常支持她。

錯過兒子生日 表示「不後悔」
經過三個月的等待，張沙沙通過了高

分辨配型、體檢等流程，走到了捐獻室
裡。而捐獻的前一天剛好是張沙沙兒子
的兩歲生日。因為要提前準備捐獻，張
沙沙無法趕回老家陪兒子過生日。雖然
有些許遺憾，但是她並不後悔：「媽媽
為了救人不能陪他過生日，這也算是送
給了孩子一份最有意義的生日禮物。
河南省紅十字會、鄭州市紅十字會相

關負責人到醫院為張沙沙頒發榮譽證
書，鄭州中科甲狀腺醫院院長劉建國和
幾位同事也專程為她點讚，「她真是非
常有愛心的人，看她的笑容就知道，她
有多陽光！」
27日下午17時20分，張沙沙順利完

成捐獻，成為鄭州市第272例、河南省
第720例非血緣關係造血幹細胞捐獻
者，也是河南省第19位為境外患者捐
獻造血幹細胞的愛心人士。她捐獻的
「生命種子」由義工帶着搭乘航班送往
香港，盡快輸入患者體內，幫助重燃生
命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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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

雷 河南報道）27日下午，

河南鄭州「90後」義工張

沙沙在河南省腫瘤醫院捐

獻「生命種子」造血幹細

胞（骨髓主要產生造血幹

細胞），拯救一位在香港

住院的白血病患者，成為

鄭州第272位造血幹細胞志願捐

獻者。 昨日上午8 時30分，她

捐獻的「生命種子」由義工運

送到香港。「我和香港的患者

雖然不認識，但這真的是很奇

妙的緣分。我祝願他早日康

復，健康快樂。」張沙沙接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說。

■■「「9090後後」」義工張沙沙在醫院捐獻造血幹細胞義工張沙沙在醫院捐獻造血幹細胞。。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雷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雷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互聯網
絡信息中心（CNNIC）昨日發佈的第43次
《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
截至去年底，中國網民規模達8.29億，互聯
網普及率為59.6%；手機網民規模達8.17億。
從網民收入看，月收入在2,001元至5,000

元（人民幣，下同）的群體佔比最高，為
36.7%；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人群佔比為
24.1%，較2017年底提升3.9個百分點；有收
入但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人群佔比大幅下
降，已由2017年底的20.4%下降至15.8%。
截至去年12月，中國非網民規模為5.62

億，其中城鎮地區非網民佔比為36.8%，農村
地區非網民佔比為63.2%。使用技能缺乏和文
化程度限制是非網民不上網的主要原因。
報告稱，2018年，中國互聯網覆蓋範圍進

一步擴大，貧困地區網絡基礎設施「最後一
公里」逐步打通，「數字鴻溝」加快彌合；
移動流量資費大幅下降，跨省「漫遊」成為
歷史，居民入網門檻進一步降低，信息交流
效率得到提升。
統計報告並顯示，2018年，中國網民人均

周上網時長為27.6小時，較2017年底提高
0.6小時。越來越多的上網時長，中國網民在
網上都在做什麼？

多使用即時通訊類App
統計顯示，2018年，移動網民經常使用的

各類App（移動應用）中，即時通訊類App
用戶使用時間最長，佔比為15.6%；網絡視
頻、網絡音樂、短視頻、網絡音頻和網絡文
學類應用使用時長佔比分列二到六位，依次
為12.8%、8.6%、8.2%、7.9%和7.8%。
中國網民使用不同App的高峰時段各不相

同。即時通信類App用戶使用時間分佈較為
均衡，與網民作息時間關聯度較高；社交類
App用戶在8點之後使用時間分佈較為均
衡，在22點出現較小使用峰值。
另外，網絡購物類App用戶偏好在12點及

晚間購物；網絡新聞類App用戶閱讀新聞資
訊的時間分佈較為規律，在12點和21點出
現使用峰值；網上外賣類App使用時段分佈
峰值明顯，與網民用餐時間關聯度很高，分
別在12點及18點出現使用峰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