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谣言十
朋友圈流传“急救贴心提示”

谣言类别：科学常识
内容：“强冷空气将至，医生再次

忠告 50 岁以上的父母们一定要记住，
在睡眠时心脏病突发，剧烈胸疼足以
把人从沉睡中痛醒。立刻口含十粒复
方丹参滴丸，或者硝酸甘油片 2 片，
或者阿司匹林3片（300mg）嚼服！接
着立刻联络急救中心，然后坐在椅子
或沙发上静候援助，千万别躺下……”

真相：多个科普类网站已辟谣：
冠心病不会选择年龄，更不会以50岁
作为分界线；不能遇到胸痛就认定是
心肌梗死，更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处
理所有病人；相比于平躺，坚持坐着
更加消耗体力，会使得心脏耗氧量增
加，加剧病情。 晚综

谣言五
“微信公开课pro版”链接会盗号

谣言类别：失实报道
内容：“玩了一个打开链接微信公

开课 pro 版之类的东西，可以看到数
据。可是我朋友说这个链接会盗号。
如果这几天我的微信发不对劲的信息
给你，那肯定是被盗号了。”

真相：“我和微信的2015”是微信
官方为了微信年度大会“微信公开课
pro”做的一个互动，绝不是病毒或者
木马，更没有账号里的钱被盗的情况。

谣言六
日本电影《贞子3D》
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上映

谣言类别：失实报道
内容：“请大家12月13日一定别

进影院，大家一起为《贞子3D》票房
为零，做努力！《贞子3D》将于12月
12日在中国大陆上映。而12月12日就
是南京大屠杀纪念日……”

真相：《贞子3D》在2012年已在日
本上映，中国至今一直未上映过；南京
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日为每年的12月
13日，而不是12月12日。

谣言一
银行成儿童守护点

谣言类别：失实报道
内容：“请告诉您的孩子，在外

面，找不到爸爸妈妈的时候，不要慌
乱，去任意一家银行坐下，告诉工作
人员你找不到家人了，工作人员会为
他联系。10 月 1 日起，全国银行正式
成为中国失联儿童安全守护点……”

真相：经证实，全国银行系统并
未发布此类通知，银行网点也没有能
力提供相关服务，上述信息为谣言。
此前网络上还流传着各种儿童守护点
的版本，比如公交车站、某连锁企业
门店等，然而最终都被证实为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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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十大谣言
内容涉及科学常识、生命健康等

谣言二
名人“被去世”

谣言类别：失实报道
内容：“中国香港演员、导演、编

辑、制作人、商人×××，2016年5月
9日在香港基督教联合医院突发心梗，
由于抢救无效身亡，享年54岁……”

真相：2016 年周星驰、李连杰等
名人相继“被去世”。这些谣言里名人

“被去世”的相关图片均为拼凑，相关
名人均已进行了辟谣。

日前，微信安全中心发布2016年朋友圈十大谣言，包括全国银行网点成失联儿童安全守护
点、吃酸菜鱼感染“SB250”病毒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谣言上榜。微信方面表示，此次挑选了
2016年传播性、代表性极强的十大谣言发布，希望广大用户“擦亮慧眼”，让谣言止于智者。

在此记者也提醒各位微信用户，在朋友圈看到一些“惊悚”的内容，一定要认真核实，不
要盲目转发，以免变为“传谣者”。

谣言三
吃酸菜鱼感染“SB250”

谣言类别：失实报道
内容：“四川省巴中市防疫局宣

布：昨天凌晨二点二十一分，一女性
感染SB250病毒死亡，年龄21岁，参
与抢救的医生已经隔离。据悉此女是
在市场买草鱼回家做酸菜鱼吃后发觉
呕吐头晕送院，中央13套电视新闻已
播出，暂时别吃鱼肉、酸菜……”

真相：此类传闻均为谣言，且当
中也有多个病毒名称和地点的版本。
经过媒体记者向各地市疾控中心核
实，均为假消息。

谣言四
收“微信红包”有毒

谣言类别：失实报道
内容：“在省公安厅经保支队工作

的同学发的。紧急通知：公安网监
6：00紧急通告，如果你收到一张带有

‘微信红包’的图片，请不要打开它，
且立即删除它。如果你打开了它，你
会被盗取你手机里所有相关信息……
支队长：张齐彬，2016年5月26日。”

真相：此为借公安网监“紧急通
知”名义来传播不实信息的内容变种
之一，刻意夸大渲染网络安全风险。

谣言七
偷卖儿童器官

谣言类别：失实报道
内容：“紧急通知：家里有孩子的

大人都要看好，从三亚来了100多个外
地人，现已经到了浙江附近，在舟山
市专门偷抢小孩，今天这一带已丢了
20 多个，解剖了 7 个小孩的胸部，拿
走器官……”

真相：关于“外地人来本地抢小
孩”的传言有多个地点版本，而同一
事发地也有不同案发版本。然而经过
各地警方证实，称从未接到此类警
情，也没发生此类案件。

谣言九
食物相克

谣言类别：生命健康
内容：“通知：医大已经死 17

人。友情提醒：最近医院急诊的患者
比较多，大都是蘑菇中毒。蘑菇可以
和小白菜一起炒，但不能和茄子一起
吃，会中毒。在水焯蘑菇的时候放大
蒜，如果大蒜变色了，就有毒。而且
蘑菇和小米、大黄米同吃会产生一种
毒素，医院治不好，后果很严重……”

真相：经记者向医生求证，蘑菇
和茄子、小米、大黄米同吃会导致中
毒甚至死亡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只
有误食毒蘑菇后才会出现中毒的症状。

谣言八
儿童服用药物致死

谣言类别：科学常识
内容：“紧急通知：中心医院王云

慧主任真心呼吁，5 例小宝贝来退热
治疗，发生瑞氏综合征，4 个抢救无
效死亡！昨夜又一个小天使离开，希
望告诉有宝宝的朋友们，此药已禁止
十二岁以下的儿童使用，小孩发热不
要用‘尼美舒利颗粒’……”

真相：经过媒体记者核实得知：
关于“市中心医院王云慧主任”实为
虚假不实信息，相关医院并无“王云
慧”这名医生，更未收治过因服用尼
美舒利颗粒致死的患者。

谣言泛滥，网友该如何辨明真
假，避免成为谣言的“二传手”呢？

1.看谣言先看出处。一般消息在
文章结尾总要署名或标明出处，而谣
言尽管立场坚定、语气惊人，但常常
没有标注具体时间，也没有准确的消
息来源。

2.以偏概全，通过断章取义和暗
示来博眼球的信息就要警惕了。也许
杜撰的人对物品的化学成分一窍不
通，也没做过任何实验；也许他们通
常不能认全26个英文字母，也没看过
一篇论文。

3.有无迷信或利用宗教的内容。
4.谣言内容空洞虚无，经常要用

华丽的辞藻。网民们别轻信、多思考
是网络生活的一项基本技能。

5.当有些消息难以辨别真假时，
可以向相关的官方微博或微信进行求
证，也可以在网络中搜索是否有类似
的谣言出现过。 晚综

火眼金睛辨谣言

■延伸阅读

元旦三天小长假，全国各地景区迎
来了假日的出游高峰，也迎来了对游客
文明素质的又一次考验。

为营造健康有序的旅游环境，社会
各界对文明旅游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
也对游客、旅游服务者和管理部门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反省自身，你在出行途
中是否带上了“文明”？

游客文明素质喜忧参半

杭州的西溪湿地公园，游客大大多
于往日，曲水寻梅景区的石板桥上，不
少游客流连美景停下拍照。此外，在水
边，一些救生圈、救生杆等安全设施也
被某些游客拿到别处把玩。

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清晨前来观看
升旗的游客在元旦假期期间明显增多。
一名环卫工作人员说道，一到假日就是
他们最紧张和忙碌的时候，广场一旦出
现垃圾就必须立即清理掉，这让工作强
度比平日更大。“不过近两年已经好多
了，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注意不乱扔垃
圾，有些人还自带了垃圾袋。”

每逢假日，文明旅游就成为重点倡
导和关注的话题，而文明旅游的实践也
需要每个出游者的自我约束。从事导游
工作的梁明告诉记者，近两年来，许多
旅行社开始有意提醒游客注意自己的行
为和遵守景区规定，现在已有所改观；
但一些不文明现象仍然常见，如乱扔垃
圾、攀爬雕像树木拍照和随意插队。

总体来看，我国游客数量正逐年上
升，游客的文明素质也参差不齐。有专
家认为，在旅途的陌生环境中，人们更
容易放松对自己行为的约束，若文明出
行的意识薄弱，从众心理发挥作用，不
文明现象就会频现。

文明的旅游环境需要各方共建

近年来，为促进文明旅游，各部门
和地方采取了多项措施，硬性约束和正
面倡导双管齐下。国家旅游局到目前已
公布了四批“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共
16名游客上榜，对严重不文明行为进行
警示和惩戒。节假日前后，各地倡导文
明旅游的宣传活动也取得了积极的反馈。

专家认为，景区管理的人性化服务
也是促进旅游文明的重要因素，例如通
过科学调整路线分散客流，应用新技术
如客户端平台提醒游客注意行为文明、
告知客流量信息等。文明旅游，除了硬
性规定和游客的自我约束，还需要旅游
服务者创新管理思路，提升服务水平。

随着人们的旅游消费需求不断增
大，文明旅游的概念越来越受重视。旅
途中的文明行为看似小事，却直接影响
着人们的出行体验。文明有序的旅游环
境需要每个游客、景区管理者共同营
造，将文明意识内化于心，传播文明旅
游的正能量。

晚综

元旦出行
你是否带上“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