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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红又甜的西瓜是被打了针？养殖黄鳝是用
避孕药喂大的？农业部此次曝光的十大谣言，不少
都是我朋友圈里的常客。在农业部专家的拆解下，
这些谣言其实也很“弱智”：比如广为流传的西瓜
打针，实验证明一难注射、二难扩散、三难食用，
费时费工易腐烂，西瓜打针图个啥？然而，谣言可
笑，但造成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比如 2015 年

“草莓残留农药超标”事件，造成北京市昌平区观
光采摘游客骤降，损失人民币2683万元，全国很
多草莓种植户亏得血本无归。由此观之，破除谣言
对维护正常社会秩序、保护农户利益、保障消费者
知情权而言意义重大。

首先，要找准造谣源头。在互联网时代，网
络谣言追根溯源主要是一些自媒体。要么是为了耸
人听闻、增加粉丝，要么是名为“科普”实为推广
产品获取利益，一些加V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炮
制了谣言。网络谣言的一大特征，就是难以追查源
头。近日国家食药监总局宣布，将加大力度从源头
上治理网络食品谣言，配合公安部调查对谣言炮制
者进行打击，值得期待。

其次，辟谣机制要尽快完善。西方有句谚
语，“真相还在穿鞋，谣言已经跑遍半个世界”。在
网络时代，谣言的传播速度已经呈现指数级增长，
真相只有跑得比谣言更快，才能降低谣言造成的危
害。眼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网络舆情，在
谣言传播的第一时间站出来辟谣，往往能起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

再次，公众也需要擦亮眼睛，莫成了谣言传
播的中介。网络谣言为何难禁，关键就在于“吃瓜
群众”转发得太多。殊不知，由于缺乏辨别谣言的
能力和基本的科学素养，无意识的一次转发就可能
对他人造成伤害。其实，辨别网络谣言也并非无从
下手，比如很多谣言都是不断改头换面的“炒冷
饭”、没有权威媒体出处的“爆炸性新闻”很可能
是谣言……

“西瓜打针”这样的食品安全谣言屡次作恶，
暴露出我国在打击谣言传播、提升公众科学素养等
方面还有短板待补。只有政府部门、企业、媒体和
公众共同努力，才能将谣言的传播链彻底斩断，不
给造谣者可乘之机。

《广州日报》2017.7.3 文/张涨

□ 张璐 尹传红

人工智能时代
失业烦恼何以化解

主持人与科学顾问“玩火”开场
酷暑中，在北京中外名人影视创作

基地央视节目录制现场，光影闪耀之
时，主持人尼格买提乘坐汽车隆重出
场，可他一直挂在嘴边的搭档撒贝宁却
不见踪影。搜寻一番后发现，原来小撒
躲在了汽车的后备箱内。两人一见面就
开始互“怼”，笑料叠出。

接着，两位主持人与两名科学顾问
曹则贤、张双南一起“玩火”：将肥皂泡
沫水涂抹在防火手套上，之后点燃上演

“火云掌”。在预设实验之后，撒贝宁抛
出了真正的科学问题：用蜡、防晒霜和
水涂抹在手上点燃，哪种材料不会伤
手？曹则贤亲自为观众验证，科学的力
量让手掌在熊熊大火中毫发无伤。观众
由此体验了《加油！向未来》第二季的
全新“玩法”——科学猜想。

《加油！向未来》本季节目赛制全面
升级，共分为 10 场常规赛和一场总决
赛，前 10 期每期产生一位“科学猜想
王”，在第11期总决赛现场进行PK，最
终诞生一位“年度科学猜想王”。全民共
同参与也是本季节目的全新看点，节目
中，有 60 位科学爱好者组成科学猜想
团，并以18岁为界分为加油队和未来队。

“蛟龙号”为节目做深海实验
《加油！向未来》自第一季就得到众

多重量级科研和科普领域的专家支持。
本季节目中，科学阵容也更加强大。节
目与中科院科学传播局、中科院物理研
究所、北京交通大学国家级物理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国科大等十余个国家级专
业科学机构开展了深度合作。同时，节

目也将继续邀请重量级科学人物参与，
向普通观众解释“高深”的科学原理。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曹则贤以及中
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双南两位
科学家，作为本季节目的科学顾问，为
观众解答科学原理，大大地提升了节目
的权威性。

5月23日，《加油！向未来》与蛟龙
号合作，“蛟龙”号带着与节目合作的

“特殊任务”开始了“挑战者深渊”航段
的第一潜。这次实验获得国家海洋局的
大力支持，观众将在7月份播出的节目中
看到一次史无前例的深海实验。

同时，《加油！向未来》第二季也设
计了更多展示我国科技实力的高精尖科
技项目，囊括海陆空、人工智能、物
理、化学、宇宙等多个微观、宏观领域。

联手科普名家推出“新十万个为什么”
“加油向未来，科学一起猜”，这是

《加油！向未来》 第二季提出的节目口
号。作为增强节目互动性的另一个举
措，《加油！向未来》还在中国电视节目
中，首次搭建大众与科学工作者直接互
动的平台，推出了“新十万个为什么”
问题征集活动。大众可通过节目官方微
信、微博或扫描公交、地铁等展示的

“新十万个为什么”海报二维码进入活动
H5页面，发送问题就有机会获得各科学
领域专家的解答。

《十万个为什么》 丛书主要作者之
一、著名作家叶永烈先生出席了开播仪
式，并现场赠送了《十万个为什么》丛
书作为征集活动的奖品。

“不要停止问为什么，不要轻易说不
知道。”《十万个为什么》丛书历经6次改
版，总发行量已超过1亿册，是国内目前
影响最广的科普读物，曾在 60 后、70
后、80后的心里埋下了科学的种子。《加
油！向未来》制片人王雪纯表示，这一
次，《加油！向未来》有信心带着“新十
万个为什么”在90后、00后的心里，种
下科学的种子。

据王雪纯透露，作为节目预热和延
伸的“加油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已经
全面展开，受到学校师生的热烈欢迎，
许多学校向节目组伸出橄榄枝，希望

《加油！向未来》 也“来我们学校走一
走，进我们课堂教一教”；同时，节目组
在选题和实验方面确保多样化和趣味
性，争取涵盖更多的知识面，也对每一
次活动设计了不同的实验内容，使得每
进一所学校都要有亮点。

（下转第2版）

随意聘请兼职教授
折射大学教育浮躁

国家平台成就国

家品牌。

在综艺真人秀混

战的时代，中央电视台

大型科学实验节目《加

油！向未来》带来了一

股科学新风，担当了科

学普及的央视责任。

自 7 月 16 日起，

《加油！向未来》第二季

将于每周日黄金时段在

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节目开始，主持人撒贝宁和尼格买提先跟两位科学顾问曹则贤、张双南一起“玩火”。他们将

肥皂泡沫水涂抹在防火手套上，之后点燃上演“火云掌”。在预设实验之后，撒贝宁抛出了真正的
科学问题：用蜡、防晒霜和水涂抹在手上点燃，哪种材料不会伤手？

《加油！向未来》第二季火热登场

用科学让综艺变得有营养
跟多个国家级科学机构深度合作 科学顾问参与节目录制

《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之一、著名
作家叶永烈先生出席了《加油！向未来》
第二季开播仪式，并现场赠送了《十万个
为什么》丛书，作为“新十万个为什么”问
题征集活动的奖品。

“西瓜打针”又来
网络谣言怎么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