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国际国内热点事件
中，网络谣言“趁虚而入”，时有发
酵，涉及疫情防控、公共政策、社会
事件、医疗健康、自然现象等公众
关心关切领域，可谓“套路百出”，
令人深恶痛绝。针对网络谣言这一
痼疾，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重
拳出击，全年共受理网民谣言举报
信息3万余条，汇集谣言样本和辟
谣数据 2.45万条，共发布各类辟

谣稿件 1.31 万篇，推出了 12 期
《打击网络谣言 共建清朗家园 中
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月度辟谣
榜》、科学流言榜以及“涉防灾减灾
辟谣榜”“涉化妆品辟谣榜”“涉高
考高招辟谣榜”“涉食品安全辟谣
榜”等行业辟谣榜单。这些谣言背
后的真相您都了解了吗？中国互联
网联合辟谣平台特此盘点解析，为
您澄清谬误，传递事实真相。

2022年涉疫谣言集中在防控措

施、疾病预防与治疗、核酸抗原检测

等方面。例如，疫情期间，“封城”“全

城消杀”“飞机喷洒打药”等各种版本

的谣言时常出现；“疫情期间每天可

领取补贴”“阳康后要 15天才能产生

抗体”“感染新冠‘早阳早好’”等传播

较广。这类谣言与民众切身利益直接

相关，受关注度高，容易在微信朋友

圈、微博等平台广泛传播，误导公众。

还有部分谣言属于为提高话题内容

关注度，刻意编造、颠倒黑白甚至无

中生有。如“贵阳女子向志愿者跪求

物资”“护士抢救幼童时玩手机”等谣

言，前者为蹭热度摆拍，后者实为护

士使用手机在联系医生协助抢救，造

谣者利用志愿者、护士这些疫情防控

中的焦点人物身份，刻意制造虚假信

息吸引流量，迷惑性很强。又如，网传

“感染新冠病毒后可按‘吃药顺序图’

服药”“世卫组织提醒出现新冠症状

时避免使用布洛芬”均为无稽之谈。

盘点一 一些涉疫谣言常常断章取义，歪曲事实，无
中生有，误导公众。

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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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黎世伟 通

讯员/尹建英） 1月 29日，记者从湖南文

明网获悉，炎陵县自然资源局被湖南省

文明办授予“省级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近年来，该局通过扎实推行“多审

合一”“多证合一”“交房即发证”等便民

措施，探索“互联网+不动产登记”，推出

一站式办理、上门办理、预约办理等一

系列服务举措，18 项业务实现“最多跑

一次”，平均提速 70%以上。

该局以“4·22”世界地球日、“6·25”

全国土地日等节点为契机，大力宣传国

家政策与法律法规，推行普法教育常规

化。组织开展绿色低碳行、使用公筷、文

明旅游、光盘行动、节约用电5个专项行

动倡议，完成县节约型机关创建，株洲市

无烟单位创建，开展包干路段义务大扫

除及全国文明城市、全国卫生城市复审

点位值守和爱国卫生运动进社区活动。

建立学雷锋志愿服务队伍，开展学

雷锋活动，组织开展“爱在敬老院”、残

疾人中秋节慰问、党员干部进社区大清

扫、送法下乡、爱心献血、送证入户等志

愿服务活动。领导班子成员带头无偿献

血，三年来全系统累计有 130 人献血，

献血量达 2.3万毫升。

县自然资源局
获评“省级文明单位”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通讯员/黄春
平 黄立军 记者/黎世伟） 1 月 29 日，

记者从炎陵县有关部门获悉，2022 年

该县审计部门立足“审计监督首先是经

济监督”定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主攻

主责主业，核减国有投资建设项目资金

1582.1 万元，督促被审计单位上缴归还

财政资金 3000万元。

去年来，炎陵县先后出台《推进全

县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进一

步完善和规范国有投资建设项目审计

的意见》《第三方审计机构遴选办法》

等，长效机制为提升审计主责主业绩效

提供了保障，有效提高了审计监督的震

慑力。

同时，该县审计部门实施预安销号、

督查激励制度，开展全员审计大竞赛、

“百日攻坚”大行动和评选审计能手、优

秀审计项目活动，形成了人人有事干、人

人争事干、人人比事干的干事创业氛围。

积极围绕“三基地”建设、政府支出绩效、

风险防范化解、民生实事等重点领域开

展审计，切实提升审计发现问题线索的

数量和质量，主责主业取得了新成效。

去年，该县完成一般审计项目 40

个，同比增长 1.8倍；完成国有投资建设

项目审计 58 个，审计金额 23952.92 万

元，核减金额 1582.1 万元，督促追缴税

款 800多万元；审计发现问题 78个，提

出处理建议 45条。

审计督促归还财政资金3千万元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黎世
伟 通讯员/张和生） 近日，省政府对

2022 年度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区予

以表扬激励，其中炎陵县获评“完成

全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

五年行动计划、实施全域旅游战略、

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成效明显的市

州、县市区”“推动河湖长制工作成效

明显的市州、县市区”“推动林长制工

作成效明显的市、县市区”。

文旅融合 古老炎陵焕新姿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炎帝陵景区

特别安排隆重肃穆的炎帝陵祭典体验

活动，以及精彩纷呈的炎帝民俗文化

表演。其中，炎帝民俗文化表演在神农

露天小剧场举行，演员们以“竹竿舞”

“神农酒歌”“渔猎洪荒”等 6个舞蹈情

景篇章，向游客们展示炎帝8大功绩。

近年来，炎陵县突出文化引领、

旅游主体、康养支撑、融合发展，文旅

康养产业快速发展，逐渐形成全民、

全域、全时文旅康养发展的新格局，

不断释放全域旅游新动能。

炎陵是我国的非物质文化大县，

也是我省拥有国家和省及市、县各级

“非遗”项目最多的“金牌县”。近年

来，该县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

导小组，深入挖掘、传承和研究“非

遗”文化。全县现拥有“非遗”保护名

录项目 158项、文物遗存 200余处、文

物藏品 1300 多件。如今，享誉全国的

客家山歌、瑶家歌舞等纷纷走出大

山，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圃园中的

朵朵奇葩，也成为旅游新增长点。

大力发展农业产业，该县形成以

酃县白鹅、有机茶叶等为主的特色农

业产业群。并推出炎陵黄桃、猕猴桃、

蔬菜、茶叶等采摘活动，从单纯“卖

果”“卖菜”转为集“吃、住、赏、购、体

验”为一体的多业态发展，吸引大量

游客前来。

如今，该县连续两年入选“中国县

域旅游发展潜力百强县市”，炎帝陵景

区获评中医药康养旅游省级示范体验

基地、省级文明旅游示范基地，神农

谷、红军标语博物馆、酃峰红色文化培

训基地分获省研学旅游基地、党史教

育基地、党员教育培训示范基地。2022

年，全县接待游客数、旅游综合收入同

比分别增长10.4%、10.3%。

告别“四乱”扮靓炎陵美丽河库

河湖美不美，关键在河长。炎陵

县坚决扛牢“守护好一江碧水”的重

大政治责任，配备了 265 名县、乡、村

三级河长，实现了全县 53 条大小河

流、39 座水库三级河长全覆盖。2018

年，该县有关部门联合启动河库乱

占、乱采、乱堆、乱建的“清四乱”专项

整治行动。

“清四乱”行动中，该县把上级卫

星遥感、暗访、现场督查等交办问题

作为“清四乱”的重中之重，成立专

班、部署专案，重拳出击。对问题整改

滞后的，通过“交办一次、提示一次、

约谈一次、问责一次”倒逼责任落实，

有力整治了神农古镇项目、黄石砂场

等一批涉水重点难点问题。对每处整

改销号现场认真组织“回头看”，切实

推动真整改、改到位。

该县还利用三级河长，累计巡河

3.75万人次，并利用无人机暗访等信息

化技术，确保及时发现问题。此外，该县

还聘请民间河长 162 人，开通投诉电

话，广纳社会意见，扩宽问题发现途径。

如今，全县地表水体水质和饮用

水源水质均优于国家Ⅱ类标准，达标

率 100%；沔水神农谷河段、洣水水口

镇水西段先后获评湖南省“美丽河

湖”；小水电清理整改典型经验被全

省推介。水口、中村等 5 乡镇获评“株

洲市河长制工作标准化建设单位”。

三级林长 守护“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炎

陵县完善林长制组织体系、落实林长

制责任体系、完善林长制管护体系，

统筹推进林业生态建设、林业产业发

展和林业治理，各项林业工作取得显

著成效。

炎陵县森林覆盖率达 83.55%，居

湖南各县市区之首。去年来，该县探索

制定“林长制”林区管理体系，建立健全

森林生态安全治理长效机制。建立县、

乡、村三级林长体系，覆盖全县范围内

的所有林区。组建了县主要领导为县级

林长和县级第一副林长的组织机构，成

立县林长制办公室，制定《炎陵县全面

推行林长制的实施方案》，建立林长会

议、部门协作、信息公开、督查考核办

法、工作通报等8项工作制度。

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

则，该县设立县级林长 14 人、乡镇级

林长 121人、村级林长 254 人，构建了

“县级统筹协调、分级负责、乡（镇）村

具体落实”的林长制责任机制和“一

长三员”分区负责的网格化管护体

系，初步建立“天空地”一体化森林草

原资源监测监管平台，形成人人“盯”

住森林的生态安全网。

在“林长制”有力推动下，该县做

好造绿用绿文章。2022 年，全县营造

林 16000 亩 ，森 林 覆 盖 率 稳 定 率 为

100%；森林蓄积量净增长量保持在

3.5%以上；省级以上公益林和天然林

管护协议书签订率 100%；湿地保护稳

定率为 100%。

三项工作成效突出获省政府表扬

客家三人龙表演吸引众多游客观看。唐辉 供图

▶28823910 责任编辑/邓建平 美术编辑/赵 强 校对/马晴春时事·聚焦

2022年，网上曾流传一则以“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战略

办公室”名义印发的所谓《共同富裕专项补助资金拨付实

施方案》，诱导网民加入有关微信群或下载 App，承诺支付

不同金额即可参与领取红利活动。事实上，“乡村振兴共同

富裕战略办公室”这一机构子虚乌有，《实施方案》亦属造

假。又如网传的假新闻“国务院联防联控小组正式摘牌”，

造谣者将 2020年疫情之初国家卫健委的新闻发布会背景

改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背景的旧图，讹传为“联

防联控小组摘牌”的场景，散布“国家疫控政策重新调整”

“联防联控小组解散，意味着疫情结束了”等种种臆测，扰

乱疫情防控大局。

盘点二
一些涉及公共政策领域

的谣言或凭空杜撰，或假冒官
方，传递虚假信息，扰乱正常
公共秩序。

案例解析

在“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中，有关受伤女子去世、遭

性侵等谣言次第出现，引发大量网民关注。造谣者利用社

会热点新闻的热度散布谣言，混淆视听，甚至会对公众的

正常生产生活造成很大影响。2022年 11月，山东、江西、福

建、天津等多地传出“有人贩子偷抢小孩”的消息。经多地

公安机关调查核实，均未发现拐卖儿童的嫌疑人，未接到

拐卖儿童的报案。警方已对网民传播不实信息的行为进行

约谈并责令整改。此类谣言散布恐慌信息，扰乱社会秩序

和群众正常生活。

盘点三
一些涉及案事件的谣言，

与社会热点新闻相伴而生。因
事件的高关注度而扩散甚广。

案例解析

2022 年 2 月，个别外媒发出“首钢滑雪大跳台是核电

站”的歪曲报道，荒谬至极。乌克兰危机爆发不久，网传“中

国驻乌克兰大使馆提前撤离、置同胞于不顾”，实际上当时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仍在基辅，并通过包机、包车等方式组

织中国公民有序撤离。这类失实消息严重损害我国际形

象。还有如“中国远洋渔业过度捕捞、破坏海洋生态”的传

言一度沸沸扬扬，但真实情况却是中国人吃鱼主要靠养殖

而非捕捞。相关谣言严重背离事实。

盘点四
一些涉外谣言实系失实报

道，通过胡拼乱凑、炒作抹黑等
方式刻意“污名化”中国形象。

案例解析

部分谣言披着“科普”的外衣，冠以“养生秘方”“防癌”“致癌”

等噱头，在网上反复传播。“量子美容可除皱抗衰”“干细胞化妆品

可修复皮肤、抗衰老”等化妆用品类谣言以“黑科技”“医疗科学知

识”为包装，骗取不明真相的人消费；涉及食品的“伪科普”则添油

加醋、夸大其词，有时还伴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如秋季时值丰收

时节，有关“柿子和海鲜一起吃等同砒霜”“柿子空腹吃或与奶制品

混吃都会得结石”等谣言就会出现。这些小道消息看似是对身体健

康的善意提醒，实为“抛开剂量谈毒性”的夸大其词，混淆公众视

听，妨害身体健康。

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提醒广大网民，增强辨别意识，不轻

信网络传言；提高法治意识，不传播谣言信息，共同守护清朗有序

的网络环境。 （据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

案例解析

盘点五 一些涉及自然现象、灾害的谣言用触目的图片、视频配以误导性信息，博人
眼球、渲染恐慌。

这类谣言往往通过移花接木拼凑而成，有的

冒用不相干的图片或视频企图自证，有的依靠 PS

等拼接技术进行伪造，还有的利用人工智能和大

数据生成仿真音视频信息。如“重庆嘉陵江被晒干

了，两名男子骑摩托车横渡嘉陵江”“四川地震后

村民在山脚下自搭帐篷居住”等谣言，均属于用

“移花接木”手法编撰的虚假信息：前者实为水位

降低的自然情况，横渡视频的拍摄地点是长江珊

瑚坝而非嘉陵江；后者则是四川乐山笋农打笋时

临时搭建的休息帐篷。此外，“浙江宁波北仑、慈溪

被水淹”等视频还采用特效合成手法制造谣言，着

实居心不良。

案例解析

盘点六 一些医疗健康类谣言和食品安全类谣言披上伪科学外衣，夸大其词，传递
错误认知。

2023年了！这些谣言你还会相信吗？

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2022年度网络谣言盘点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通讯员/颜兴国）
1 月 28 日，从炎陵县霞阳镇获悉，2022

年，该镇 20个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301万

元，占全县村集体经济总收入的 28%，

全年增收 43 万元，同比增长 16.7%，增

幅达 449%，增幅及总额均居全县之首。

该镇党委、政府历来重视村集体经

济发展，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村集体

经济发展。镇主要负责人多次深入到各

村实地调研、指导村集体经济发展，并

要求各村依托自身资源要素禀赋，发掘

资源，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大力发展租

赁经济、服务经济、产业经济、资源经

济、要素经济，壮大村集体经济。

结合实际，该镇还总结出“五种模式”

助力村集体经济发展，即以房产物业租赁

模式带动城中城边村集体经济、以向园区

提供个性化服务带动村集体经济、因地制

宜发展富民产业带动村集体经济、以景

区文旅康养拓展延伸带动村集体经济、

以集体权益流转放活带动村集体经济。

去年 10 月，霞阳镇 6 个市定的“薄

弱村”全面消薄，村集体经济收入共

37.9 万元，增幅 449%，全部超过 5 万

元，而前年，村集体经济收入最低的村

只有 2000元。

霞阳镇村级集体收入占全县近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