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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一彬 林小溪

住院超 15 天不能医保报

销，私人诊所买小孩当活教材，

走街串巷的充气城堡是偷孩子

的陷阱……日前，中国互联网联

合辟谣平台发布近期热点谣言

盘点，一则则近期热转盛传的谣

言赫然在列。

当前，一些网络谣言翻新伎

俩，谣言辨识难度不断升级：有

的杜撰惊悚夸张表述，多种套路

演绎“舌尖谣言”；有的拼接真实

视频、移用新闻图片，冠以虚构

情节混淆视听；还有的一味追求

流量恶意炒作，甚至形成谣言传

播产业链……

应对网络谣言新伎俩，须

拿出新对策，添加“快捷键”。

近日，中国记协新闻道德委员

会召开专题评议会，针对造谣

传谣等失信行为剖析成因危

害，探讨治理举措。与会委员

们认为，打击网络谣言乱象，应

加快构建综合治网格局，压实

互联网平台责任，提升网民媒

介素养，共同培育向上向善的

网络文化氛围。

套用模板 标题惊悚
警惕“旧谣新编”

从“塑料紫菜”“棉花肉松”

到“低钠毒盐”“活吃蝌蚪治病”，

“舌尖谣言”打着食品安全提示

的幌子，配以“中毒”“致病”等耸

人听闻的标题，套用反复出现的

模板，屡屡“旧谣新编”。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报告显示，在各类

网络谣言中，食品安全谣言占比

达45%，位居第一。

《2017 年食品谣言治理报

告》显示，截至2018年7月，中国

健康传媒集团食品药品舆情监

测中心谣言数据库，已积累谣言

及辟谣数据超过5万条。其中，

2017年与食品谣言相关的信息

达1.7万余条。

“食品安全话题靠近公众日

常生活，共享度高。这一领域的

谣言扩散成本较低，加之一部分

人因个别食品安全问题触发的

‘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心态，导

致关涉食品安全的谣传频现。”

中国记协新闻道德委员会委员、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

究员宋小卫分析，网络谣言的重

要特征之一，是用耸人听闻的表

述和绝对化的语言作为“兴奋

点”，吸引眼球，受众如不仔细辨

别核实，往往会误信中招。

动辄冠以“震惊”类标题、虚

构耸人听闻的事实、极力渲染紧

张情绪……网络谣言的经典套路

颇为相似。《2017腾讯公司谣言

治理报告》分析指出，感叹命令引

注意、假借权威增可信、夸张表达

来恐吓、煽情路线促转发等4种

套路在网络谣言中最为常见。

“相当一部分网络谣言故意

使用夸张新奇的标题及表述，讲

述超出大众认知框架的内容，并

用与人们常识相悖的结论吸引注

意力。此外在社交媒体时代，谣

言散布者利用谣言的社交功能，

动辄以‘为家人转’为题，使人们

不自觉地传播这些负面谣言。”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周逵分析。

真假掺杂 拼接伪造
识破“仿真骗局”

“打药的目的是除草、杀虫，

黑木耳的栽培过程中至少要打

两次药，打农药是为了保证黑木

耳的产量。”日前，一段“黑木耳

打农药”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视

频中的男子背着打药箱对黑木

耳打药，并称“自己不吃这样的

黑木耳”。视频传播后，引发不

少网友担忧。随后，中国食用菌

协会发布声明，指责视频内容

“具有明显的动机不良和恶意抹

黑的意图”，有摆拍嫌疑。

不仅摆拍视频混淆视听，一

些掐头去尾、移花接木的拼接视

频和图片更令不少网友真假难

辨。今年7月，一段反映武汉某

公司挖掘机暴力施工的视频被

大量转发，画面充斥暴力场面，

然而经当地公安机关核实，所谓

的暴力施工视频竟为3段毫无关

联的视频拼接而成。

“此车号使用权归政府所

有，请尽快到车管所办理退办手

续。”去年12月，一张挂有“沧州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字样的“红

头文件”在河北沧州当地流传，

从发文字号到成文日期，谣传文

件与政府公文高度相似。

“视频和图片更易唤起人们

情感、吸引关注，因而较之单纯

的文字有着更强的传播力。”

周逵认为，拼接剪裁、运用特效

等视频和图像处理技术的门槛

日渐降低，平台监测识别难度

大，进而造成不少谣言以视频和

图片形式在移动端扩散，给网民

识别判断增加难度。

专家指出，如今的网络谣言很

少通篇虚构，会有意模糊其与真实

信息的界限。清华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副教授张铮举例，一些谣言

制造者从科学知识甚至是自然科

学定律出发，有意模糊或忽略其

适用前提和条件，对其中部分内容

加以绝对化。受众必须睁大眼睛

加强识别，方能破除这类谣言。

刷量炒作 肆意转载
杜绝“谣言推手”

“限购了，限购了，我有什么

办法呢？”今年5月，一段所谓“50

余万元现金却买不到房”的视频

在四川成都热转。视频中的男子

情绪激动，并将一把现金甩到地

上。不久后，成都市公安局新都

区分局的通报揭开了背后的猫

腻：所谓的抢购视频，竟是当地某

房地产中介公司工作人员编造截

取，以制造抢购氛围。

从现实情况看，以往网络谣

言在传播扩散上多为以讹传讹，

根源在于信息不对称；而如今，

不少网络谣言背后不乏经济利

益驱动，其中自媒体逐渐成为网

络谣言传播黑色产业链中的重

要一环。专家指出，应针对实际

从严管理，杜绝“谣言推手”，斩

断“造谣黑链”。

“全球媒体刷屏！我们喝进

嘴里的咖啡，竟然都是这种东西！”

今年3月，一个名为“澳洲Mir-

ror”的公众号发布了一则消息，声

称某品牌咖啡中含有强致癌物。

该文情绪愤慨、措辞惊悚，打着海

外媒体旗号大肆散布谣言。

中国记协新闻道德委员会

委员们表示，一些商业网站、自

媒体平台等为博取眼球赚取点

击量，罔顾新闻真实性，传播或

炮制虚假新闻、不实传言，误导

社会舆论，破坏媒体形象，损害

媒体公信力、诚信度。

“一些自媒体恶意编撰、恶

意猜测和恶意解读，其目的在于

通过一系列吸引眼球的内容获

取关注和流量，赚取流量费和广

告费；有的甚至因为经济利益驱

使，故意对某一企业和行业进行

商业诽谤。”张铮认为，近年来出

现的洗稿、刷量等乱象，使得治

理自媒体谣言传播面临新考验。

据自媒体行业人士介绍，一

些所谓的专业团队内部分工严

密，包括制造谣言推手、营销公司

和自媒体运营者等多个环节。现

实中，一些自媒体账号转载实行

“明码标价”，拥有一万粉丝量的公

众号转发一次标价可达300元。

压缩谣言传播空间，需要放

大科学声音。中国记协新闻道

德委员会委员们建议，新闻媒体

应当积极履行责任、恪守职业道

德，坚持科学求证，传播正确知

识，有效遏制不实传言谣言。

精准辟谣固然有效，而要让

真相从源头“跑过”谣言、赢在起

跑线上，周逵还建议，研究机构和

媒体应加强科普宣传，讲求通俗

方式，运用亲民渠道，将条文式科

学原理转化为可用可得可学的

“简单答案”，为普通网民识别谣

言提供触手可得的“快捷方式”。

□ 本报记者 李凌晨

近年来，四川省发改委坚持

“以用促建”思路和“依法行政”

原则，在信用平台建设、实施联

合奖惩、信用试点示范、培育发

展信用市场等方面大胆探索，先

后出台并发布《四川省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以及

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

合惩戒制度实施方案、加强个人

诚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等，全省

信用建设工作迈上新台阶。

据四川省发改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四川省社会信用信息平

台（一期）依托四川省政务云平

台，于2017年 12月初步建成。

平台实现与全国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试点厅局及市州平台的互

联互通，建设成果包括“信用中

国（四川）”网站、全国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四川）。今年6月，平台

完成功能升级，实现智慧门户网

站再造，新增联合惩戒、大数据

分析预警等核心功能模块。

据介绍，四川省社会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和省政务信息共享

平台达成融合共建，彻底实现全

省各级各部门信用数据共享，取

得了“1+1”大于2的良好效果。

截至8月31日，省级平台归集数

据总量超1.2亿条。其中基础信

用信息数据924.37万条（包含企

业基本信息625.59万条、个体工

商户基本信息294.79万条、社会

组织基本信息3.97万条）,“双公

示”数据5830.6万条。

记者看到，“信用中国（四

川）”网站在建设方面，栏目设置

全面合理，实现了“一站式”浏览

查询、“双公示”实时公布、信用

修复、异议处理以及信用承诺线

上申请等功能。网站内容安全

规范，通过安全网闸实现政务外

网和互联网的信用数据同步，保

障数据源一致性和安全性；出台

内容发布审核流程规范，建立栏

目新闻每日更新以及信用数据

自动更新机制。网站服务形式

多样，配合门户网站提供微信公

众号、移动APP、移动端网站等

多种服务形式。据统计，截至

8月31日，门户网站访问量已突

破1280万余次。

四川省已在多个领域实现

联合奖惩创新应用。在发改领

域，四川省发改委向人行成都分

行共推荐重点工业企业和项目

“红名单”2497个，项目投资总

额1749.42亿元；在交通领域，四

川省交通厅将482位运营驾驶

员列入重点监管名单，46位运营

驾驶员纳入黑名单，并将其予以

曝光；在安监领域，四川省安监

局将5家企业纳入安全生产失

信联合惩戒“黑名单”，11家企业

列入“红名单”，作为安全生产联

合激励对象；在税务领域，四川

省国税局发布“黑名单”11件，并

对“黑名单”当事人实施惩戒，对其

进行高频次税收检查，在发票领用

等方面实施更为严格的监管。

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

题，四川省发改委为守信企业提

供信易贷服务。据了解，信易贷

是以四个轻（轻资产、轻网点、轻

管理、轻成本）为指导思想，精准

匹配积极参与此项工作的金融

机构的业务特点和风险偏好。

采用“一行一策”的实施策略，与

各参与机构逐一确定个性化的

实施方案，并以“1+N”模式，构

建起以“信用中国（四川）”网站

为总入口，各个金融机构业务系

统为支撑的“一网通办”信易贷

平台。预计首期“信易贷”总贷

款规模达16亿元。

在信易租方面，四川出台了

《关于四川省探索开展“信易租”

工作方案》，并在成都市高新区

进行试点，守信主体可享受租赁

房屋减免押金、信用折扣等守信

优惠，企业高层次专家优惠入驻

专家公寓。

在信易批方面，四川积极推

动守信企业激励制度，在出台的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执行〈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

录〉的通知》中，明确要求申报企

业提供信用承诺书。并以成都

市为试点建立投资项目承诺制，

开展守信人群“容缺容后”审批

制度，截至目前，成都市已有66

个产业园区实行企业投资项目

承诺制。

在信易游方面，四川省发改

委会同旅游平台、旅游景点、旅

游服务机构等，为守信市民提供

更加便捷的旅游服务。支持都

江堰市打造城市旅游信用APP，

实现旅游行业信用管理体系，揭

示行业信用风险原因，解决治理

难点。

创新引领 四川信用建设迈上新台阶

斩断“造谣黑链”让真相赢在起跑线上

河北深州：“定向培养”打造新时代“工匠摇篮”
近年来，河北省深州市职教中心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立足区域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前沿，

采取“定向培养”模式，有针对性地培养实用型人才，改造提升传统专业，增设新能源汽车、无人机技

术、航空服务、工业机器人等特色专业和实训功能室，打造新时代“工匠摇篮”。图为深州市职教中心

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进行新能源汽车实训。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