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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第八届中国食品
安全论坛上，“顶着花儿的黄瓜用
了避孕药”、“喝豆浆可能导致乳腺
癌”、“萝卜和茶不能一起吃”等谣
言，让不少专家哭笑不得。说到诸
如哪里的鸡有8个翅膀16条腿的传
闻，有专家还直接表示：“如果这
是真的，那就能获诺贝尔奖了。”

但现实是，有关食品安全问题
的谣言即便再荒诞，却总有人相
信。去年7月份，有一项研究对17周
内、在微信中被举报为“诈骗和虚
假信息”的625篇文章数据进行分
析，结果是，食品安全类、疾病相
关类的谣言不仅所占比例惊人，而

且数量还很稳定。这种状况，至今
未见多大改变。第八届中国食品安
全论坛期间，中国农业科学院专家
李祥洲也表示，他通过对近年农产
品质量安全舆情的监测分析发现：
将近一半的食品安全问题的信息是
谣言和传言。

明知是假也要看，不明真假就
盲从，对于食品安全类的谣言，人
们多倾向于“宁可信其有”，觉得
在吃喝上加点小心总没错。对此，
有专家归因为，一方面我们科普宣
传效果不好，另一方面现在的消费
者辨别能力太差。但如果从整个传
播环境来看，谣言的性质是不同
的，其扩散的速率也有待更深层次
的分析。

现在，手机、平板等移动终端

流行，现代技术让好的信息传得快，
谣言丑闻传得也不慢。以微信为例，
它一方面继承了互联网信息碎片化
特点，另一方面，因为朋友圈空间封
闭、人际关系紧密信任，微信信息
“病毒式”扩散的能力相对更强。

一个谣言，只要编得逼真，再
找对了诸如恐吓、煽情等讲述方
式，就不难造成一传十、十传百，
形成点面传播效应。但值得注意的
是，传闻有的道出了真正隐患，有
的是因为知识匮乏，有的是因标准
不明尚存争议，也有的是纯粹造假
传讹；因为造谣或传谣的人动机并
不相同：有的是出于无聊，有的是
因为误解，有的是为了博取眼球，
还有的是想攻击竞争对手。对于有
着不同动机的谣言，处理方式不能

简单划一。比如，对于因一时误解
或无知而起的谣言，容易解释；对
于那些睁眼说瞎话的，仅仅分辨难
免是浪费口水。

但是，那些引发人们误解的农
产品安全类谣言，有很多值得思考
地方。从市场运行来看，谣言“肆
虐”下，大多数人——— 无论是生产
者还是消费者——— 非但不能从中获
益，反而可能利益受损。

举例来说，今年西瓜的价格不
高。笔者到济宁、潍坊的西瓜主产
区采访，当地不少村镇干部、瓜农都
提到了去年“毒西瓜”的影响。去年，
海南“毒西瓜”事件，已经导致全省
西瓜销路大减；今年，这则旧闻隐去
时间，再经微信、网络口耳相传，扩
散开来，没人及时分辨，结果又对

今年西瓜的行情造成不小的影响。
谣言之下，吃瓜的人心神不宁，种
瓜的人钱也难挣。造成这种后果，
不全是科普工作没做够，也不能全
归因于人们无知，更大的原因在于
社会缺乏快速有效、权威性与灵敏
性兼具的辟谣、澄清机制。

在任何时代，谣言都难以根
除。辟谣、澄清机制的形成，则能
尽量预防、消减谣言的危害。但这
个机制未必单靠哪个机构、哪级政
府能独立完成。它的构建，需要各
地市场监管工作的细致与严格，需
要对违法之举的及时惩戒，需要民
间组织的参与监督，更需要质量追
溯体制的有效和可信。这个机制的
形成，本身也是贯穿于市场、执
法、行政之间的诚信凝聚。

食品安全谣言多，不能全怪人们无知
农村大众报评论员 段新勇

农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今
年受厄尔尼诺天气及病虫害的双重
影响，我国小麦产量、质量出现12

年来首次降低，且幅度远超预期。
笔者随机抽样，采访了1 1个种粮
户、合作社，并分别记录了其亩
产。数据显示，11个种粮户中，9

个遭遇大幅减产，减产幅度20%左
右。减产最严重的户出现在诸城

市，亩产只有400斤。夏收尾声将
至，减产已成定局。

目前来看，多数的粮农还是靠
天吃饭，极端天气往往对他们带来
致命性的打击。在这样的危难时
刻，掌握宏观调控的“有形之手”
与控制供给分配的“无形之手”亟
需做好粮农们的保护伞。

粮食价格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敏
感点。自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以来，粮价不断受到进口粮食的冲
击，小麦更是难以独善其身。为此，

我国特意设定了托市收购政策保护
粮农们的利益。据笔者了解，今年
国家托市收购价为1 . 18元/斤，可由
于粮库不够，这项政策实施起来并
不顺畅。代价最终由粮农买单。

笔者看来，掌握着宏观调控大
权的政府应理顺供给侧改革的大
势，升级产业结构，以最快的速度
消化粮库中的囤粮，免除粮库的后
顾之忧，这样粮农的收益才能得到
保证。此外，政府还要为农民推广
优良品种，避免大量“等外小麦”

的出现。就像今年，抗冻品种的减
产幅度就较小。

另一方面，供求关系才是决定
小麦价格的最关键因素。只有不断
开发小麦新的用途，不断生产优质
小麦，才能够让“无形之手”的市
场释放出强大的能量。举个简单的
例子，笔者发现，有的养殖场用小
麦来代替玉米加工饲料，养殖场再
与粮农签订供求协议，既保证养殖
场原材料的供给，又能保证粮农的
销路，实现双赢。这种通过不同方
式，来拓展下游需求的做法，能确
保上游原材料的不断消耗，可以有
效避免小麦市场的有价无市或有市
无价的窘境，粮农收益自然会有保
证。

“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
相辅相成，需要打出一套组合拳，
才能够让粮农在灾情之年、减产之
年确保土地上长出的都是“金豆
子”，才能够用“两只手”真正搭
建起粮农们的保护伞。

小麦冻害加虫害，

防粮农“受伤”该早打算
刘真真

公办幼儿园“一位难求”，民
办幼儿园名额有限，合肥市部分地
区幼儿园近日上演“报名大战”：
数百家长为了争报几十个入园名
额，冒雨彻夜排队、摇号抽签，抽
中的欣喜若狂，落选的泪流满面，
民生痛点令人唏嘘。此次“摇号入
园”集中出现在城市新区，暴露出
一些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软
肋。

此次合肥市出现的“入园
难”，主要集中在近年来扩建的新
城区。这里既是拆迁安置的集中
区，也是外来人口购房置业的首选
区，房地产项目集中，居民入住量
大。这些新区建设时往往号称规划
标准高、布局功能完善，建成后的
确是道路宽阔、楼宇摩登。然而光
彩照人的城市面孔背后，城市公共
服务功能却不尽完善。例如幼儿园
配套严重不足，有的一个小区住户
近千，配套的幼儿园却只有每学期
几十人的招生名额；有的两三个小
区只配建一个幼儿园，僧多粥少让
不少孩子面临“无园可上”的窘
境。

合肥“摇号入园”是当前城市
建设中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一个缩
影，类似的情况不止一地。近年
来，不少地方新城越建越大，居民
越来越多，但公共服务配套建设却
成“短腿”。不仅公共服务设施严
重不足，而且服务能力和水平也较
低，入园“摇号”、入学“大
班”、就医“扎堆”等现象比较普
遍。

公共服务存在软肋，凸显一些
城市管理者规划理念重“面子”轻
“里子”，缺乏民生情怀，对教
育、医疗等合理民生需求重视不
够。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因为这些公
共服务设施要大量“赔钱”，而将
其交由开发商配建，但“一配了
之”常常导致开发商为了节约成本
搞低标准建设，“小马拉大车”必
然导致公共服务资源紧缺。

当前各地城镇化仍在推进，城
市“变大长高”的步伐迈得很快。
“摇号入园”给各地管理者敲响警
钟：规划一定要着眼长远，要多点
民生视角，尽快补上城市公共服务
建设的“短腿”。这是考验地方现
代治理能力的新课题，也是增强百
姓获得感的必答题。

(新华社）

“摇号入园”戳中

公共服务软肋
6月１１日，广东揭阳市６名刚

参加完高考的学生在当地水库结
伴玩耍时发生溺水事故，４人溺
亡。美好的青春正要绽放却不幸
凋零，让人扼腕痛惜，也再次给
相关部门、学校等各方敲响了警
钟。

随着各地高考陆续结束，紧
张忙碌的学习生活告一段落，炎
炎夏日里外出游玩放松时，戏水
成为一些学生的选择。然而，看
似平静的野外水面下，不仅水草
杂生、坡陡石多，水势更是难以
琢磨，一旦贸然下水，很容易诱
发溺水悲剧。

在今年全国中小学安全教育
日上，教育部有关司局在《致全
国中小学生家长的一封信》中曾
指出，溺水是造成中小学生非正
常死亡的“第一杀手”，号召家
长教育孩子做到“不私自下水游
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等
“六不”。

“第一杀手”屡屡得逞，溺
水悲剧反复出现，深层原因是家
长、校方的监护、教育主体责任
没有尽到位。

家长是中小学生的第一顺序
监护人，保障孩子安全责无旁
贷。在教育孩子不去野外水域游
泳的同时，还应引导他们到安全
的游泳场所锻炼。对于不具备规

范游泳场所的农村地区，家长或
其他监护人、村级组织应充分尽
到教育孩子严守“六不”的责
任。同时，发挥公益组织、民间
团体的作用，与家长、基层政府
形成合力，共同加强安全教育和
安全防范。

近年来，安全教育课程已纳
入许多中小学的教育体系，部分

学校还开设了游泳课。但由于不
是主要课业，游泳课在一些学校
难免流于形式。学校安全教育不
仅应进行安全理论教授，更要开
设实践课程，让学生练习并掌握
面对溺水危险时自救的技能。有
了亲身体验，学生才能真正树立
起安全意识，做到防患于未然。

暑期即将到来，社会各界应

高度重视防范“第一杀手”，加
强对水库、池塘等溺水事故多发
地区和场所的安全监管，及时排
除各种安全隐患，尤其应加强对
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的安全教育和
溺水防范。为了每一朵花蕾都能
绽放，家长、学校等各方应共筑
安全堤坝，有效杜绝学生溺水悲
剧发生。 (新华社）

警惕“野泳”再成中小学生“第一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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