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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发生以来，“浑水泡面”成了网络热词，原因就是起初众说纷纭，没有可靠来源，在抗震最紧
要的关头，人们的注意力却被一锅浑水搅散了。作为普通公民，要理性看待灾情，对网上驳杂的信息
进行甄辨，只相信权威渠道发布的信息，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才是对灾区的支援。

如果不是此次地震，谁也不会
想到一碗冒着热气的泡面还能引
发如此广泛的关注。

8月4日19点03分，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官方微博中国之声发布微博
称，“据最新消息，震中龙头山镇的
龙泉中学目前食品匮乏，只能吃外
面输送进来的泡面，地下水和自来
水因为地震水质现在比较浑浊，目
前救援人员只能用浑水泡面做饭。”

伴随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的微
博等广泛转发，这条微博引起网友
普遍关注。网友纷纷为艰辛付出的
战士们点赞，但也有人提出质疑。
尤其是照片里的一个矿泉水瓶，频
繁被一些网友指证为“浑水泡面”
系造假的证据。

5日22点27分，环球网官方微
博更是以“救灾部队：浑水泡面不
属实 勿轻信伤害前方士气”为
题刊发微博，明确指称中国之声
发布虚假新闻。中国之声则以

“我和同事都吃了”，“有多名记
者证实”等予以回应。次日（6日）
6点41分，新浪认证微博“环球网
要闻部副主任郝珺石”致歉，称

“部队确实吃了浑水泡面”,“我
取的标题轻易否定了一切”。新
华社随后发布记者调查证明“浑
水泡面”确有其事。

一碗“浑水面”，成为抗震救灾
中的一场消耗战。

谣言的传播速度往往比真
相更快。以往地震灾难中谣言
的流传也证明，灾难面前，人心
脆弱，容易产生恐慌心理，这样
的背景更容易滋生谣言。

研究这些谣言可以看出，
有些谣言是利用人们的善意去
谋取私利，比如寻人吸费电话，
此类谣言还包括，一些别有用
心的商人编造某物可以治伤、
防疫等等。

也有一些别有图谋的人，
编造某某区域灾情严重得不到
救援、航空公司坐地起价等等。
不管这些谣言的编造者出于何
种目的，也不论转发者出于多
么善良的目的，这些谣言在客
观上都扰乱了人心，对抗震救
灾工作造成了影响。

社会学者认为，大难来临，
不可能每个人都到现场救援，
不懂得救援的非专业人士不去
灾区，给救援人员让出通道、让
出资源，也是对灾区的支援。同
样，作为普通的公民，如果能够
理性看待灾情，静静关注，对网
上驳杂的信息进行甄辨，只相
信权威渠道发布的信息，做到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同样
是对灾区的支援。

理性看待灾情

不造谣不传谣

有有一一种种支支援援叫叫不不传传谣谣
无论是吸金还是构陷，都是给灾区添乱

谣言并不独独发生在此次
震灾中。此前的汶川大地震、青
海玉树地震、雅安芦山地震等救
援期间，都有谣言反复出现。

发生在去年4月的芦山地震
救援中，曾有这么一条微博在网
上流传：“帮忙转发一下，一个叫
徐敬的女孩，21岁，请速回水城
县人民医院，妈妈伤得很严重，
想见她最后一面，爸爸号码：
1519338****”。这条一度被频繁
转发的微博，后来被证实为虚假
消息，意在吸取高额话费。

5日，网上也出现了类似的
信息，同样是家人受伤，同样是
请求速回医院，只是改换了女孩
名字和电话号码。记者尝试拨打
这个号码，手机防护软件马上提
醒：这是一个吸话费号码。

灾后谣言多发呈较为一致
的规律，比如某灾区地形封闭，
灾情严重无人救援；名为寻人，
实为吸费电话；名为地震现场，
实为过去、甚至国外地震现场的
图片；航空公司坐地起价，趁机
提高票价；“磁铁、地震云可以提

前预报地震”；“救了多少人的搜
救犬牺牲”；还有“土豆片能促进
伤口愈合，某某药材可以防疫”
等所谓的救生诀窍。蓄意制造和
传播谣言者则往往以吸金或构
陷特定目标为目的。

在此次地震中，结合一些官
办慈善机构遭遇不信任的背景，
有人就蓄意发布虚假消息称“北
京市政府号召市民捐款遭前所
未有抵制与唾骂”，北京市民政
局不得不严正辟谣，称目前没有
以后也不会面向社会号召捐款。

各色谣言总会在大灾后频发

那碗趟过浑水的

泡面

官兵
浑水泡面，网
络引发热议。

地震发生后，在全国声援鲁
甸的声音里也夹杂着一些不良的
杂音，“灾情严重无人救助”、“中
学生家人重伤联系不上”等谣言
在网络肆虐，客观上干扰了救灾
工作。大难来临，理性客观看待，
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对于灾区也
是一种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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