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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许多网友，对微信知识并不了
解，所以有些骗子就编造一些微信知识内
容的消息，来获得点击流量。对此，新媒
体也进行了披露。

在 2016年年底，即将迎来新的一年，
一个关于红包的谣言又起。这则消息“提
醒大家如果有人给你发红包请不要接，因
为会中木马病毒”。这是真的吗？记者在
搜索引擎上就关键词进行了搜索，发现这
其实是一个老谣言了，只不过又换了一种
形式。早在上半年就有两种类似的谣言
出现，第一个是以该信息是以“公安网监
支队长”紧急通告的形式发布的，第二个
谣言是“微信转错账是新骗术，还带有木
马病毒”。这两个消息均已经证实是谣
言。虽然证实是谣言，但是记者还是提醒
广大网友：如果收到不认识的人发来的

“红包”或“转账”消息，在确认对方身份及
目的之前，不点击接受是最好的办法。

同年 5月，一个关于如何查找拉黑朋
友的消息流传，记者通过实际测试证明，
这种方法是无法确认哪些人已经拉黑或
删除自己的。类似的谣言还有很多，如

“删 12人省 94M 空间”等，新媒体记者都
通过双微平台和网闻版进行了详细解答。

网络上谣言的泛滥，危害是很大的。
网络谣言污染了网络环境，扰乱了社会秩
序，引起广大网民和互联网业界的公愤。
针对网络谣言问题，我们必须有担当，要
有责任意识，在自己的责任范围内维护好
网络秩序，不能让网络谣言肆意传播，危
害大多数人。2007年，我们誓将辟谣进行
到底！③10

制止网络谣言泛滥

揭露谎言，追求真相，本报新媒体中心对不实消息逐一查证——

网络时代，誓将辟谣进行到底

2016年冬季，许多微信好友爆料：我
市多个小区门口出现一张纸质通知，要给
燃气用户加装燃气自动切断阀门，费用
200元。由于小区内使用的燃气为南阳
华润燃气公司所供，大家都以为这是“华
润”的行为。但对200元一个燃气阀门的
价格提出质疑，便想通过本报官微了解真
相。新媒体记者迅速拨打南阳华润燃气
客服电话进行了咨询。“华润”工作人员明
确回答，这个所谓的“燃气安全进万家活
动”不是该公司的行为，“华润”也没有让
用户更换安装这个“燃气阀门”。记者随
即在本报“双微平台”和网闻版上对事情
进行了报道，解开了大家心中的疑问。

晚报新媒体中心通过“双微平台”和
网闻版，对一系列涉及民生类的谣言进行
了查证辟谣。如“‘微信红包有毒’消息源
来自公安部门？造谣！”“端午节不能说

‘祝你快乐’，只能互祝‘安康’？”“网传西
瓜和桃子一起吃会产生剧毒？”“网传驾照
考试增加新科目？科目四都没有，何来科
目五”“‘甘肃一小学孩子需棉衣过冬’消
息不实”等。年终来临的时候，新媒体中
心还特别推出一系列的“防骗秘诀”，如

“年终来临，又到抢购火车票季节 网络
购票 小心陷阱”，让大家安全购票；官微
图解“年底防盗抢”，动画演示“小偷年终
总结”，一目了然超级实用。

民生类消息必查证

许多谣言针对儿童，对此
新媒体中心特别对这类谣言
进行了揭露。

去年 5月，一个全国各地
药店成为中国“失联儿童守护
站”的消息在网上热传。该消
息称，孩子与家人走失后，只
要找到这些“失联儿童守护
站”，就不会出现意外。为证
实该消息的真实性，记者来到
我市梅溪路平安堂大药房，向
店内人员展示了手机微信朋
友圈中转发的相关内容。该
药店所有员工都表示不知情，
从没有听说过“失联儿童守护
站”，也没有从上级单位接到

过这样的通知，该店也没有发
送过类似的消息。随后记者
来到隆泰大药房进行了解。
隆泰大药房为品牌连锁店，在
我市分布有多个店面。导购
人员得知记者来意后，将我们
领到店长办公室。店长说，大
药房总部人力资源部没有下
发这样的通知。警方表示，遇
到孩子走失，或者孩子与家长
走失，请第一时间拨打 110，
提醒广大市民，不要相信网上
不实的传言，将企业门店当成

“ 救 助 站 ”说 不 定 会 误 人 子
弟。新媒体中心随即刊发了
对该事件的调查结果。

调查本市涉童传闻

□本报记者 郝春城

随着互联网发展和普及程度
提高，网上发生越来越多的谎言、
谣言传播事件。特别是通过手机
网络平台，这些不实的消息传播
的速度越来越快，往往是一夜之
间，谣言满天飞。作为官方媒体，
揭露谣言还原真相是我们不可推
卸的责任。本报新媒体中心通过
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以及晚
报网闻版，先后对 36条不实的假
消息进行了辟谣，受到了广大网
友读者市民的好评，维护了官方
媒体的权威。目前“双微平台”粉
丝超10万，推送近4000条消息，
点击阅读量超百万；出版网闻版
共28期。

2016年8月，网络上传播
一条“地震信息”，以所谓“河
南南阳 7月 10日凌晨出现的
大规模蛤蟆迁移”为由，说“未
来两个月内中国还将发生7级
以上地震，湖北、河南等地为
重点，地震震级可在 7.3－8.0
级，初预测震点驻马店、南阳
地段”。该消息越传越广，至8
月2日已经达到疯狂地步。记
者当即致电我市地震部门得
知此消息属地震谣传，没有任
何科学依据。新媒体记者随
后写出一则辟谣消息，同时将
该事件前因后果都给予报道，
最终平息了网友们心中焦虑。

同年 10月 27日上午 7时
35分，一条惊悚微信消息在微
信群转发，内容涉及一名中学
生在校内死亡，有照片还有视
频，标题上出现多个惊叹号。
仅从标题上看，大家一致认
为，这是发生在我市八中的事
情。为了确认消息的真实性，
记者拨打了市八中的电话，得
到的回答是：该校没有发生学
生死亡的事情。那么微信圈
中 的 谣 言 到 底 是 哪 儿 来 的
呢？新媒体记者查证，记者发
现这个事根本不是发生在南
阳，而是发生外地市，这则令
人惊悚的假消息被紧急叫停。

惊悚假新闻被叫停
网闻版刊登辟谣文章

微信圈骗局层出不穷网络假消息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