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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是我了解医疗
养生信息的主要渠道”

今年 46 岁的家庭主妇姚玉婷

家在浙江杭州，平时她格外关注健

康养生信息，网页弹窗、手机微信公

号推送都是她获取这类信息的途

径。曾对“晚上吃姜等于吃砒霜”深

信不疑的她，家里晚餐一度不允许

出现姜。

姚玉婷表示，有些文章看到后

面发现是广告，感觉上是假的，也就

不会去信。但她也说，看到《刚刚烧

开的水千万不能立刻喝，不然出大

事》《这几个小习惯让你少活二十

年》这类有些“吓人”的标题，自己都

会接着看下去。

“朋友圈是我了解医疗养生信

息的主要渠道，看到亲朋好友转发，

我也会转发。”家在四川乐山的家庭

主妇张盈颖今年50岁，虽然女儿总

是告诉她这些信息是谣言，但她还

是会看，也会信。

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硕士的黄瑶

发现，父母长辈的朋友圈是这类养

生帖子出现频率非常高的地方，诸

如“隔夜茶毒如蛇”“牛奶将人类送

入癌症的坟墓！”“牛皮癣、骨癌、白

血病……治好全靠它”这类耸人听

闻、反常识的文章屡见不鲜。“我有

时会特意找权威的科学解释或辟谣

信息给长辈看”。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

授、新媒体研究所副所长黄河介绍，

医疗养生类谣言有信源多、传播路

径杂、传播速度快、更易发生变异等

特点，同时也更符合人们的经验、语

言习惯、思维方式、文化特质和个人

动机。他认为，朋友圈是相对封闭

的环境，而且是熟人社交圈，彼此间

原本就有信任基础，因此也就更容

易成为谣言多发地。针对父母等长

辈多为谣言传播者的现象，他表示，

父母这一辈通常是上有老、下有小

的情况，加上上了年纪的人本来就

会对健康信息更加关注，因此一旦

看到令他们震惊的消息就会急着广

而告之。

民调显示，52.8%的受访者有被

医疗养生谣言忽悠的经历。微信

(59.2%)、电视(48.2%)、网站(43.9%)、

长辈口中(35.4%)和微博(35.2%)是人

们获得医疗养生类信息的主要渠

道。针对网上流传的医疗养生说

法，6.8%的受访者表示都会相信，

25.9%的受访者表示大部分都会信，

45.1% 的 受 访 者 会 相 信 小 部 分 ，

14.0%的受访者则都不会相信。另

有8.2%的受访者表示说不好。

67.3%受访者认为谣
言催生不健康养生市场

“过分夸大甚至虚假信息会给

人们带来误导或伤害。比如‘绿豆

治百病’，就不适合脾胃虚寒的人，

吃多了会拉肚子。”张盈颖表示，自

己曾照着一些养生信息做，但后来

信息被证明是假的，“感觉自己被愚

弄了，也给周围人造成了困扰”。

黄瑶认为，谣言会让营销者得

逞。“有些养生谣言是为了推销一些

保健品或特殊的药物，通常上当的

人都是有治病需求的，损失了钱财

不说还会耽误治病就医”。

对于医疗养生谣言的影响，

67.3%的受访者认为会催生虚假保

健品等不健康养生市场。58.9%的

受访者觉得是愚弄大众，造成金钱

损失甚至疾病死亡。其他还有：引

起恐慌情绪，影响社会稳定(55.4%)

和造成正确信息被淹没，混淆视听

(42.1%)。

“一方面，医疗养生信息通常提

示的都是日常生活中人们不太注意

的地方或者常见做法，感觉很实用，

我就总会给儿女、丈夫和父母看。

另一方面，人到中年，对健康的关注

度提升了很多，俗话说‘千金难买健

康福’。”张盈颖说，因此，虽然有过

被养生谣言忽悠的经历，但她对大

部分养生类信息还是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黄瑶认为，养生类信息“标题

党”太严重。那些带有“震惊女人

圈！”“千万不要吃！”“10 万人已转

疯！”等字眼的文案会吸引一部分人

点开看，甚至有的人不看就直接转

发。“还有的‘标题党’是绑架亲情。

比如‘一定要我们的孩子远离’‘一

定要告诉家人’等，父母就更容易上

当了”。

黄河分析，谣言传播甚广的原

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人们对健康的

日益重视与健康问题愈发突出之间

的矛盾，二是人们对健康知识及信

息需求强烈与健康信息相对匮乏之

间的矛盾，“这二者会引起人们的焦

虑，继而促使人们积极地通过各种

渠道获取健康信息，以调和自己的

不安定感。然而，网络信息鱼龙混

杂，人们又缺乏批判能力，这就造成

相关谣言泛滥的情况”。

为何医疗养生谣言能广泛传

播？74.8%的受访者认为是人们尤

其是老人对健康的渴望和重视。其

他还有：人们对健康知识的匮乏

(55.1%)；背后商业利益链条的驱使

(52.5%)以及信息泛滥，难辨真假，宁

可信其有(43.7%)。

61.3%受访者建议提
高对养生信息的警觉性

姚玉婷现在看到医疗养生类信

息时，都会多加辨别，“靠常识能推

断一部分，也会特意去问问身边懂

医学、养生知识的人”。

“找人求证当然好，但很难判断

谁是专业的。”张盈颖希望媒体能及

时针对有误的信息进行辟谣，同时

普及基本医疗知识。

在目前的互联网环境下，黄河

认为，医疗养生谣言问题的解决需

要社会各界的努力，在“健康中国”

的大框架下，加强健康传播和健康

教育，“需要各类媒体和自媒体更加

自律、发挥自净化功能，同时网络监

管部门和卫生部门要加大监管和处

罚力度，作为普通民众，也要增强自

身的健康素养和媒介素养”。

对于减少养生谣言，61.3%的受

访者希望人们提高对医疗养生信息

的警觉性，自觉通过权威途径查验；

58.3%的受访者希望相关部门对健

康养生信息加强监管和过滤；52.9%

的受访者建议鼓励专业医师通过微

博等平台提供科普解答；49.6%的受

访者认为应健全养老产业，杜绝针

对老年人的虚假宣传和推销；27.5%

的受访者希望媒体、电视节目普及

更多健康养生常识。

受访者中，00 后占 1.3%，90 后

占 22.6% ，80 后 占 53.3% ，70 后 占

17.1%，60 后占 4.6%，50 后占 1.0%，

其他占0.2%。

超半数受访者
有被养生谣言忽悠的经历

随着人们健

康意识的增强，养

生渐成热潮，但与

此同时，“喝隔夜

茶会致癌”“不吃

油盐能降压降脂”

“晨练越早越好”

“草莓冻干后抗癌

有 效 性 增 加 10

倍”等各种与养生

有关的谣言也开

始 被 广 泛 传 播 。

不少人因缺乏医

疗专业知识，对各

种养生谣言深信

不疑，甚至付诸行

动。你被医疗养

生谣言忽悠过吗？

日前，中国青

年报社社会调查

中心对 2008 名受

访者进行的一项

调查显示，52.8%

的受访者有被医

疗养生谣言忽悠

的 经 历 。 微 信

(59.2% )、 电 视

(48.2% ) 和 网 站

(43.9%)是人们获

得医疗养生信息

的 主 要 渠 道 。

67.3%的受访者认

为医疗养生谣言

催生了虚假保健

品等不健康养生

市场。

(中国青年报)

再过几天就是11月11日，这个原本普

通的日子，被生生过成了节日——“光棍

节”，这恐怕是年轻人创造力的最好证明。

“单身狗”最初的自我戏谑，其实夹杂

着焦虑与苦涩。日前，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大学生没有“脱单”的比例为 69%，而其中

68%有“脱单”意愿。真的有这么迫切吗？

在恋爱的季节被落下了，心里自然不是好

滋味。所以大部分人害怕的其实不是独身

一人，而是由此带来的挫败感。

其实，单身并不意味着孤单。这是一

组有意思的数字：我国有超过5800万人过

着“一个人的生活”，其中20至39岁的独居

青年已达2000万。当数字大到一定程度，

就天然具备了说服力。幸福并不只有一种

模式、一种模样。你羡慕别人的甜蜜幸福，

也许他们还羡慕你单身的潇洒呢。

其实，无论哪种状态，过得精彩充实就

好。多元的社会中，个人选择也应该是多

元的。单身也许意味着孤独，而孤独正是

丰富灵魂的最佳时刻。有了更强大、更丰

富的自我，相信你一定会遇到更高层次的

缘分和幸福。 (人民日报)

幸福不只有一种模样
现金贷与校园贷有相似之处，它的借贷

对象主要是年轻人，这部分人因还贷能力

差，极易受到暴力催债的危害。因此，监管

重点应放在借贷对象上，在对互金机构从事

现金贷进行业务规范的基础上，要求其对借

贷对象作出严格限制。

消费类金融一直是我国金融政策支持

的一个方向，但现金贷并不能在这方面起到

多少积极作用，金融机构应该更积极地开展

零售信用业务，即针对指定商品向消费者提

供信贷支持，借贷资金往来限于借出机构和

商户之间，这样也可有效地减少现金过多流

通所产生的副作用。 (中国青年报)

金融监管要跟上现金贷乱象
五名未成年人欺凌同学被判刑。近日，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对一起校园欺凌案

进行宣判。五名犯罪时未满十八岁的被告

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或有期徒刑十

一个月。笔者认为，校园欺凌不能和稀泥处

理，未成年人实施暴力伤害，同样不能逃避

刑法的制裁。校园欺凌学生被判刑而不再

是免于处罚甚至不处罚，具有鲜明的司法示

范意义，将给予愈演愈烈的校园欺凌现象有

力的司法回击，同时校园欺凌学生被判刑也

是一堂生动的普法课，对于学校、学生及家

长都具有以案普法的警示教育意义。

(北京青年报)

校园欺凌学生被判刑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