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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风习习，碧浪滚滚，
一座妈祖石雕像屹立于福建
湄洲岛上的祖祠山公园之
顶。妈祖，被称为“海上女
神”，护人平安，千余年来
一直为人所敬仰。如今，妈
祖信俗已经列入了世界非物
质文化遗产，成为中国首个
信俗类世界遗产。无疑，这张中国名片需要

“活起来”、“走出去”、“传下去”。为更好传
递出这张名片，第九届海峡论坛·妈祖文化活
动周6月14日在湄洲岛如期举行。

作为沿海地区的人，对于妈祖的故事都
是从小耳濡目染，渐渐形成了对妈祖文化的
整体认知。而对内陆地区的人，妈祖更像是
一个空洞概念；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
友人来说，妈祖更是不知从何谈起。第九届
海峡论坛·妈祖文化周开幕式文艺演出就通过
莆仙戏、俚歌、歌舞等艺术形式展现了妈祖
一生的传奇，这种视觉化的舞台艺术能够形
象呈现妈祖文化，同时也增强了妈祖文化的
感染力。

湄洲岛管委会主任林韶雯称，湄洲岛将
加快建设世界妈祖文化八大中心，即朝圣中
心、研究中心、交流中心、展示中心、教育
中心、峰会中心、活动中心、创意中心，以
全方位、多层次的艺术形式展现妈祖形象，
用由浅入深的研究手段深挖妈祖文化内涵，
真正让妈祖这张名片有生命力。

2017 年 5 月 25 日，湄洲妈祖分灵非洲莫
桑比克贝拉市华人商会。至此，湄洲妈祖已
分灵全世界五大洲 40个国家和地区，宫庙上
万座，信众近3亿。不可否认，妈祖在世界范
围内都有着文化感染力，只要有海的地方就
有妈祖。而妈祖文化的“走出去”不仅仅是
为更多人所熟知，而且是真正作为一张优质
的文化名片进行输出。妈祖文化被列入国家

“十三五”规划，2017年则是关键一年。如果
说此次湄洲岛举办的妈祖文化周活动是吸引
世界的目光，那么即将展开的“妈祖下南
洋，重走海丝路暨中马 （新） 妈祖文化活动
周”活动则是拓展妈祖文化传播之路，让众
多地区人们对妈祖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让
妈祖文化与当地文化碰撞出火花，增进彼此
理解，丰富世界文化种类。

妈祖文化“活起来”“走出去”都是为了
使妈祖文化拥有长久的生命力，能够一直传
播妈祖大爱精神。妈祖文化活动周上展示的
文创产品，将妈祖文化融入具象的文创作品
中，以固态的方式广泛记录、传播妈祖文化
让人耳目一新。把妈祖文化“传下去”更为
关键的是两岸妈祖文化交流。台湾是妈祖文
化传播最为浓厚和密集的地区，全岛 2300多
万人有 75%以上信仰妈祖。2017年在“湄洲妈祖杯”漫画大赛作品
巡回展上，台湾作品就入选7幅。此次妈祖文化活动周上，首次踏上
妈祖故里的台湾青年，无不震撼于妈祖雕像的庄严气势与大陆青年
的热情。台湾大学生代表李佳君致辞中说道：“乡情、亲情、友情、
妈祖情、青年情，再一次印证了两岸一家亲的浓浓深情；希望两岸
青年携手并肩，传承妈祖文化精髓，加强两岸合作交流。”

重灾区：45%网络谣言涉及食安

今年2月，几条短视频在社交网络上炸开了
锅。视频中，有人将紫菜泡水撕扯，继而用火
烧，称该品牌的紫菜很难扯断，点燃后还有刺
鼻味道，由此，视频制作者得出结论，某品牌
的紫菜是“塑料做的”，劝诫网友“别吃了”。

“短短一周时间内，便有20多个不同版本的
‘塑料紫菜’视频在网上爆发式传播。”福建省
晋江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三中队副中队长陈晓山
说。

“塑料紫菜”谣言视频在网络上的几何式扩
散给相关企业带来巨大经济损失。据了解，从2
月 17 日至 3 月 28 日，黑龙江、广西、甘肃等地
多家超市下架视频中出现的某紫菜产品，18 家
经销商退货，退货金额高达468万余元。

为遏制谣言蔓延势头，维护商家合法权
益，公安部迅速展开行动，组织指挥福建、天
津等地公安机关严打网络造谣传谣。截至 5 月
底，抓获拍摄“塑料紫菜”谣言视频实施敲诈
勒索人员 5 名，制造“塑料紫菜”谣言人员 5
名、传播谣言信息人员8名。

“塑料紫菜”谣言因何而起？制谣传谣的犯
罪嫌疑人王某表示，他因在吃馄饨时认为自己
吃到了“塑料做的假紫菜”，便联系生产企业进
行维权，后来起了贪念，想要找企业勒索高额
赔偿，于是制作了在网络广泛传播的“塑料紫
菜”视频。

无独有偶，日前，因为发布一段声称“肉
松饼里装棉花”的视频，青岛两名妇女被拘
留。视频中，她们将某品牌肉松饼拿水浸泡，
并用手揉搓，形成一团白色絮状物，她们称这
种絮状物是“棉花”，并将视频上传网络，引发
恐慌。

本报记者调查发现，即使上述谣言已被辟
谣，仍有部分网友担心视频内容为真。比如，
网友“咖啡 N_5205”就亲自做起了实验，将自
己常买的肉松泡在水里，并表示“用水浸泡一
下真会褪色，还拉得好长，和棉花真的像，我
越来越怀疑，这是肉么？”搜索朋友圈，记者还
发现，一些食安网络谣言仍在传播，造谣者大
多使用“有毒”“致癌”“致死”等刺激性语
言，通过移花接木或模糊事实等手段，制造谣

言，混淆视听。
如今，食品安全谣言已成泛滥之势。据统

计，在各种网络谣言中，食品类谣言占到 45%，
食安问题已经成为网络造谣、传谣的重灾区。

看本质：折射公众不安心理

“目前在网上传播食品安全谣言的人，一部
分是为博取眼球、赚取热度，也有极个别人是
为牟取不法利益而对食品生产销售企业、在售
食品编造谣言，有意抹黑。”谈及为何网上频繁
有人就食安问题造谣、传谣，公安部网络安全
保卫局副局长张宏业表示。

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尽管很多网络谣言明
显有悖常识，但仍能在网上大肆传播，让很多
网友中招。

专家表示，民众容易听信谣言与近年来食
品安全问题频发所产生的焦虑感有关。目前公
众对食品安全满意度较低，一系列食品安全事
件的爆发引发公众的愤怒情绪和不安全感，再
加上专业知识有限，民众容易听信网络上的食
品安全谣言。

“近年来，人们对问题食品警惕性极高，稍
有风吹草动就绷紧神经，网上一旦出现与食品
相关的传言，人们的担忧心理及敏感神经马上
就被触动，谣言就会迅速发酵，进而扰乱百姓
的消费判断，损害行业发展。”食药监总局新闻
发言人颜江瑛表示。

另一方面，随着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快
速发展，公众媒介素养跟不上媒体形态的更新
换代，也是公众频频“中招”的原因。借助不
断翻新的表现形式，近年来网络谣言“新花
招”频频出现，就连常常使用网络的年轻网友
都直呼“防不胜防”。有的将旧闻翻炒，掐头去
尾，虚实掺杂，并通过视频剪接，“制造”真
相；有的则变换表现形式，从文字、图片“升
级”到动画、直播等，吸引眼球；有的甚至借
助所谓“专家”发声，编造“最新研究成果”
欺骗民众……

公众面对食品安全谣言时难以甄别真伪，
本着保护自己和家人、朋友的心理，虽明知这
些内容非常荒谬、可信度低，也要“宁可信其
有，不可信其无”，甚至在社交网络上转发，客
观上起到为谣言推波助澜的作用。

找对策：给食安谣言“治未病”

马克·吐温曾说过：“当真相还在穿鞋，谣
言已经跑遍半个世界。”这在自媒体时代得到应
验。飞速传播的各类食品谣言往往让公众和有
关部门措手不及，对谣言的“事后治理”模式
也与公众期待不相适应。对此，社会各界呼
吁，是该对食品谣言重拳治理的时候了。

专家认为，要想阻遏谣言的泛滥和流布，当
务之急是大幅提高造谣、传谣者的违法成本，打
消违法人员的侥幸心理，给食安谣言“治未病”。

“网上食品谣言多、传播快，一个重要原因
是违法成本低。”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李忠建议，要从提高违法成本的角度治理食品
谣言问题，今后要进一步加大对违法行为处罚
力度，特别是对一些通过网络传播食品安全谣
言扰乱市场秩序、从中牟利的恶劣行为严惩不
贷，提高执法震慑力。

公安部门表示，将继续加大对食品安全谣
言的打击整治力度。根据刑法，捏造并散布虚
假食品安全谣言造成严重后果的，可能涉嫌损
害商业信誉等多种犯罪，公安机关将予以严厉
打击；对于制造、散布食品安全谣言，不构成
犯罪的，公安机关将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
依法作出治安处罚。

同时，有关部门、新闻媒体也在专门针对食
安问题搭建成体系的辟谣平台。据了解，国家食
药监总局拟与中央网信办合作建立“食品药品安
全辟谣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对谣言传播的关键
节点进行管控，同时联合主要新闻单位、新媒体
及知名科普组织，成立“食品药品安全科普传播
联盟”，及时辟谣，及时发布权威信息。

“信息公开是遏制谣言传播的利器。食品药
品安全抽检信息现已做到‘周周抽检、周周公
开’。”颜江瑛说，未来还将继续加大此类信息
公开力度，增加重点信息展示强度，强化信息
查询服务功能。

此外，加强公众食品安全知识普及，提升
公众媒介素养也是遏制食品谣言传播的关键一
环。“广大群众也应注意理性、文明上网，注意
辨别各类网上不实信息，自觉抵制谣言，不造
谣、不信谣、不传谣，发现谣言及时举报。”张
宏业说。

乱象频发

共享单车的出现极大地方便了人们
的出行，更倡导了轻便、环保的生活方
式，但层出不穷的问题亦随之而来。

“有时候连开五六辆车，都是坏
的。”一位共享单车用户告诉海外网。
据 ofo 的 数 据 ， 单 车 损 坏 率 在
14%-16%。人为刮坏单车二维码、上私
锁、故意毁坏车辆部件等行为，在社交
网站上也一直是非常热烈的讨论话题，
相关报道屡见报端。

据一位在公交站点做志愿服务的
交 通 引 导 员 介 绍 ， 有 了 共 享 单 车 以
后，乘坐公交出行的人数有所下降，
公交站点的秩序引导工作量也相对减
轻。“但有的年轻人，比较着急，骑车
过来后随手停车，影响大家排队。”乱
停 车 问 题 ， 从 无 桩 共 享 单 车 出 现 以
来，就饱受诟病。今年清明、端午假
期，随着天气条件转好，人们扎堆出
行，公园、景点门口大量单车堆放，
乱停车等问题集中呈现。

另一方面，押金风险、个人信息安
全问题也引起大量关注。不同的单车服

务，押金数额多在 99-299 元人民币之
间，按目前注册用户 1亿人次的数据计
算，押金体量可谓惊人。单纯从用户视
角，押金退还是否顺畅，押金是否安
全，都是首先关心的问题。

目前，共享经济的风头正盛，大量
资本迅速涌入，共享单车的运营企业从
最初的一两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已
发展到 30 多家。为了占据更大的市场
份额，竞争手段花样百出。2017 年初，
两大共享单车企业——ofo 小黄车和摩
拜单车，就掀起“烧钱战”，纷纷使用

“免费骑行”的方式吸引用户，进阶版
的“红包车”活动也正在火热进行。用
户不免担心，优惠活动随时可能结束，
结束之后呢？而“烧钱战”本身就不是
一种持久性的策略。

监管要求

共享单车的火热，迅速引起了政府
监管部门的注意。两会期间，交通运输
部部长李小鹏谈及共享单车，对其表示
积极鼓励和支持。李小鹏说，共享单车
是城市慢行系统的一种模式创新，也是

“互联网+交通运输”的一种实现方式，

对于解决人民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
的问题特别见效。针对出现的问题，将
出台一系列办法来改进和完善。

3月23日，上海市自行车行业协会
和天津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牵头编
制了共享自行车团体标准，并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这份标准细则分别对车
辆、车辆运营单位以及使用者提出相应
要求，具体包括存量车必须每年“体
检”、上路 3 年强制报废、车辆完好率
95%以上、租赁费用 3 元以内、投诉电
话 24 小时开通、退款 7 天内必须解决、
购买保险等。

5 月 22 日，交通运输部对外发布
《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
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征求意
见稿中建议实行实名制注册，鼓励运营
企业采用免押金方式提供租赁服务，积
极推行“即租即押、即还即退”等模
式；鼓励运营企业推广运用电子围栏等
技术，以规范用户停车行为。

企业担责任

所谓电子围栏技术，就是用户可以
在手机客户端上看到停放的位置区域，

必须停在里面才能停止计费，从而有效
解决乱停乱放问题。然而，目前多数共
享单车的运营企业并未采用这一技术。

如何更有效地解决单车停放问题，
这是每家企业必须考虑的问题。据记者
了解，ofo 已与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北
斗导航达成战略合作，将借助导航定位
技术，进一步优化其电子围栏定位技
术，利用定位和大数据技术智能划定虚
拟的规范停放区域，实现车辆更精细化
的运营管理，规范用户停放行为。在线
下运维方面，ofo 采用网格化管理，每
个指定区域都会配一位运维师傅，负责
修车和车辆摆放，管理乱停放行为，查
看车辆状态是否有损坏、进行调度，随
时排查区域内有问题车辆。

另外在用户关心的押金问题上，记
者观察到，多家企业也正在通过支付宝
等平台推行免押金方式，这项举措也深
受用户欢迎。

共享单车从野蛮生长到有序发展，
需要具体监管措施的到位，需要用户的
自觉维护，需要运营企业的技术创新和
责任到位。单车可以有不同颜色，但不
同颜色只有形成美好画面才会让人赏心
悦目。

网上中国

食品谣言泛滥成灾 社会呼吁重拳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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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泽华

前不久，一段视频在网络传播并引发大量关

注。视频中，有人假借所谓“科学实验”，造谣某

品牌紫菜为塑料制品假冒，引起恐慌。在食品安全

领域，类似网上造谣、传谣事件早已屡见不鲜，从

“纸馅肉包子”到“棉花肉松”，从“低钠盐是夺命

盐”再到此次“塑料紫菜”事件，食品安全谣言一

次又一次地撞击着社会神经。

“塑料紫菜”造谣，看似违背常识，却为何能

在网络大肆传播？食品网络谣言又为何屡禁不止？

有关部门又该如何建立机制来治理网络谣言？

图为泡过水的紫菜 （左） 和塑料袋的对比。新华社发 宋为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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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妈祖俚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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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围栏能否“阻断”共享单车乱象？
海外网 王敏敏

2017年的关键词榜单上，“共享单车”4

个字一定会强势上榜。2016年底，在北京街

头上共享单车还只是零星出现，到2017年6

月，已是“单车围城”的景象。

据交通运输部数据统计，目前全国共有

共享单车运营企业30多家，累计投放车辆超

过1000万辆，注册用户超1亿人次，累计服

务超过10亿人次。从用户属性分布来看，共

享单车不仅深受年轻人的喜爱，“60后”“70

后”用户也占很大比例。

图为共享单车企业工作人员清理
占道车辆。 新华社发 刘东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