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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谣言2017年已经出现过，如今又被
再次搬出来，而且霸屏，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类似老谣言霸屏，甚至不断被翻新现象时有
所闻。隔几天就有老谣言出来，知道真相的
人一笑了之，不知道的人信以为真，进行广
泛传播，进而进入恶循环，引发恐慌等等。

近年来，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交平台不
断普及，从整个社会到每个人，对互联网的
依赖越来越强，使得网络早已不仅仅是虚拟
空间，而是现实社会的真实反映。老谣言之
所以成为打不死的小强，不断被重新推出也
许不是出于造谣目的，有的不过是为了“好
玩”，不过是弄点“奇声异响”来炒作一下，以
引起人们注意，但无论如何谣言猛于虎，具
有很大的杀伤力，带来很大的社会影响和一
定的后果。专家们认为，谣言死灰复燃因辟
谣不够彻底，网络平台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对此专家表示，辟谣应该要彻底，不仅要发
布辟谣信息，还应该通过技术手段删除谣
言，防止其死而复生。作为网络平台应该承
担社会责任，严格把关，防止老谣言死灰复
燃；作为公众，应该明白，网络是公共空间，
不是私人自留地。我们既要享受上网的权利
更应有担当的义务。

每个网民应理智理性地看待各种海量
信息，在没有弄清楚事件真相前，不能随意
造谣传言，无意识充当谣言的扩大器，不能
把造谣传谣当成为茶余饭后的“兴奋剂”，
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快感而充当谣言的二
传手。而是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嘴上多个
把门的，要有自己的头脑，保持清醒，做到不
传谣不信谣，做不了谣言“粉碎机”，但也别
充当谣言的“搅拌机”。

左崇年

漫画：王铎

近日，位于四川成都的电子科技大学食堂推
出了高原生态“土豆宴”引发师生追捧和网友围
观，据悉，“土豆宴”今年已经是第二年推出了，所
有土豆都来自该校定点帮扶贫困村，今年预计采
购50吨，全校师生6天时间已经吃掉了近12吨土
豆。校方表示，采购贫困村的食材是一个双赢的模
式，将会探索更多的合作方式。（10 月 20 日《都市
晨报》）

土豆回锅肉、土豆排骨、土豆泥、孜然土豆、狼
牙土豆……电子科技大学所有校区的食堂都出现
了“土豆宴”专属窗口，瞬时成为朋友圈火热的话
题之一。

对于 6 天吃掉 12 吨的“土豆宴”，网络上叫好
一片。确实，看到如此盛大的爱心盛宴，我们最大

的感受就是感动。为了支持脱贫工作，这所大学可
谓尽心尽力了，当地村民的土豆终于不愁销路了。

我们为这种浓浓爱心点赞。然而，我们应该如
何品味 6 天吃掉 12 吨的“土豆宴”呢？“土豆宴”固
然是学校帮扶措施，是学生的爱心凝结。不过，这
种方式毕竟不是长久之计。难道，学校要一直把

“土豆宴”举办下去？难道，这个村的土豆销售只能
依靠“土豆宴”？

村民脱贫不能永远指望 6 天吃掉 12 吨的“土
豆宴”。我们必须找到这个村贫困的主要原因。不
是他们的土豆不够好，从报道的情况来看，土豆滞
销原因有二：其一，贵州这个贫困村没有像样道
路，外地客商进不来，采购了土豆往外运输比较困
难；其二，当地农作物品种不多，主要就是种植土
豆和青稞，数量偏大，而且成熟季节比较集中；其

三，是这里的土豆宣传不到位，没有什么名气。
作为帮扶单位的学校，能够想到的办法就是

实现“双赢”，既解决了学校食堂食材的问题，又解
决了贫困村的土豆销售难题。不过，这显然是存在
问题的。因此，我们在被6天吃掉12吨的“土豆宴”
感动的同时，必须反思该如何扶贫的问题。这就是
我们所说的要精准扶贫，一方面要打通这个贫困
村与外界交流的道路，让农产品运输不成问题。另
一方面要实现农产品与市场需求的完美对接，也
就是我们说的“市场需要什么就种植什么”。总之，
不能只是指望6天吃掉12吨的“土豆宴”来扶贫。

再说了，学校食堂需要多样化的食物，岂能让
学生们总是吃土豆？土豆滞销办“土豆宴”，大米滞
销办“大米宴”，白菜滞销办“白菜宴”，这样何时是
尽头？ 郭元鹏

6天吃掉12吨的“土豆宴”
感动之余也应反思

当“骗子遇上骗子”
所有人都是输家

18日，很多人的朋友圈都被“光能技术治痛经，
百万阅读0转化”的消息给刷了屏，网红流量数据
造假再次被热议。对于事实本身，江苏省妇幼保健
院妇科汤娟娟副主任医师告诉记者，原发性痛经，
对症治疗即可，镇痛药、口服避孕药都可缓解症状。
（10月19日《扬子晚报》）

这起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受到无数网友关
注的事件，极富戏剧性。先是有商家为了推广自己
研发的号称通过光能技术治疗痛经的产品而找到
了某微博头部机构和其旗下拥有300万粉丝的微博
网红进行推广，结果在广告视频发出，获得几十万
点击率，并且很多粉丝都号称已经下单、肯定购买
的情况下，商家获得的却是 0 流量，0 成交量。而背
后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刷流量”。

对此，有网友一针见血指出，这简直就是“骗子
遇上了骗子”，最后只能是一地鸡毛。有人或许会
问，花重金找网红博主进行商业推广的商家明明就
是受害者，怎么也成了骗子呢？关键就在于他们所
推销的产品，完全经不起科学与医学的检验，说到
底无非是打着高科技幌子的一种忽悠，一种套路。
所以才有网友“骗子遇到骗子”的调侃。

很遗憾的是，“骗子遇到骗子”，就是我们在很
多时候所面临的互联网生态。一些自媒体，尤其是
一些公司化经营，拥有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粉丝的
所谓网红自媒体，网络达人，通过刷流量造假营造
虚假繁荣，然后以此来忽悠商家来投放广告，赚取
巨额广告费的做法，已经是业内公开的秘密，严重
损害了互联网正常、健康的生态。

雪上加霜的是，很多来找自媒体打广告的商
家，所推销的商品，同样问题多多。他们正是因为
自己的产品有问题，在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上无
法刊登相关广告，所以才投向自媒体的怀抱，而自
媒体来者不拒，给钱就行的理念，也让互联网商业
生态进一步恶化，沦为假货泛滥，问题产品频出的
帮凶。

当“骗子遇上骗子”，没有谁会成为赢家。做推
广的商家被刷流量所欺骗，被曝光的自媒体平台失
去了商家的信任，破坏了网络生态环境，消费者买
到的可能是假冒伪劣产品。这样的互联网乱象，应
该引起从监管部门到网络平台，再到我们每个人的
认真反思。 苑广阔

热点追评

针对网传江西赣州南康区作家协会主
席赖某某强制要求协会会员转发文章，不转
发者或被“点名”或被“清理出（协会）队伍”
一事，此事当事人、赣州南康区作家协会主
席赖某某10月20日上午回应澎湃新闻称，
为了协会的发展，协会开会商讨希望会员多
转发、传播协会文章，其否认自己的言论存
在威胁，“仅是提醒、号召”。（10月20日澎湃
新闻）

作协会员分享、转发其他会员的文章，
无论对于作协公众号的运营发展，还是对于
地方文化的传播，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
赖主席口口声声表示的“仅是提醒、号召”，
如此带有文艺范儿的词语，在发布微信公告
时却显得没有半点文艺范儿。

“这是我对你们提的要求，你们看着办
吧。”“还没有分享的，别怪我不给你留面

子。”“不转发清除出协会。”……这些话出
自一个文艺工作者之口，无法不叫人噗嗤
一笑：这文学界的领导，连基本语气语调都
把握不好。

官腔浓重、派头十足、语带威胁、盛气凌
人。你看赖主席那番话，典型的是“天下第
一”的派头，如此娴熟的“语调”背后，可见其
日常管理中的官僚主义做派。

其实，敦促协会会员履行转发、分享文
章的义务，大可形成制度，让规矩说话。赖主
席可能习惯了“先斩后奏”，所以先用个人意
志代替了规章制度。这当然没错，因为反正
规矩也许是由赖主席一个人制定或拍板的
吧。因此说，赖主席的“规矩”遭受抵制并被
发到网上，并不仅是有人厌恶他作为作协领
导蹩脚的文字，而是因为他太过“官僚”。当
官并不一定要“专业对口”，但起码要有点儒
雅风范。 金闻君

不吐不快
作协主席强制会员转发文章
没有一点“文艺范儿”

百姓话语

当不了谣言当不了谣言““粉碎机粉碎机””
但也别当谣言但也别当谣言““搅拌机搅拌机””

近日，一则甘肃玛曲县老师“格桑加”为贫困孩

子募捐衣物的信息在网上被多次转发。《北京青年

报》记者查询后发现，该信息早在两年前已经被辟

谣。玛曲县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介绍，两年前曾有

不少爱心人士向当地寄送衣物，多部门联合调查，

已发布辟谣信息。（10月20日《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