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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健康

入汛以来，
我国多地遭遇暴
雨洪涝和地质灾
害，防汛救灾相
关话题再次成为
热 点 焦 点 。 但
是，有个别自媒
体和部分网民为
博取关注、吸引
流量，借机编造
发布谣言或夸大
灾情，干扰防汛
工作，扰乱社会
公共秩序。

常见涉灾谣言
有哪些类型

无中生有。
通过“不实配文+
真实视频”形式，
营造出灾害在此
时此地发生的假
象，虚构致灾情
况，制造话题、吸
引眼球，借机传
播涉灾情险情谣
言，引发公众焦

虑恐慌，干扰正常救灾秩序。
恶意拼接。通过视频嫁

接、图片拼凑等手段，捏造暴
雨、内涝、滑坡、泥石流等灾
情信息，并将位置定位在灾
害发生地，“移花接木”式造
谣容易让人信以为真。

夸大其词。通过捏造数
据、刻画细节等手段，夸大灾
情险情，例如，利用耸人听闻
的伤亡数据捏造受灾严重的
假象，引发公众焦虑恐慌。
此类谣言在数字和逻辑上往
往存在漏洞。

网络谣言有哪些特点

来源模糊，隐蔽性强。

网络谣言的信息来源不明
确，通常以若干图片或者视
频片段的形式再配上特定的
文字出现，图片和视频往往
看不出明确的时间地点，只
有事件本身。造谣者往往就
是借助这种模糊不清的信
息，断章取义地博取眼球。

内容荒诞，蛊惑性大。
网络谣言往往会通过煽情、
制造恐慌等方式诱导读者转
发，例如使用“速看”、“紧急”
等标题或用感人的故事情节
恶意编造赚取关注。标题往
往涉及我们当下的生活，容
易吸引眼球，危害性极大。
等真相浮出水面时许多网民
已经上当受骗。

有图未必有真相。随着
技术发展，AI生成的涉灾谣
言层出不穷。通过技术手段
定制化”生成灾害场景的功
能，降低了造谣门槛和成本，
更需要大家谨慎理性对待网
上各类未经证实、背景缺失、
地域不清、指向不明的信息。

如何识破涉灾谣言

第一招：看信息源头是
否权威；第二招：看评论区有
无当地网民质疑；第三招：核
实是否故意夸大灾害影响；
第四招：内容存疑时，慎重转
发分享；第五招：增强辨别意
识，不轻信网络谣言；第六
招：提高法律意识，不传播
谣言信息；第七招：保持理性
思考，抵制网络谣言；第八
招：自觉做
到不造谣、
不信谣、不
传谣。

（据科
普中国）

随着夏日“吃瓜季”来临，“验瓜
师”这个小众职业走入了公众视野，
凭借其听音辨瓜的“神秘技能”引发
关注。

“西瓜交易一般取货量大，又不
能都切开看，所以就需要专业的验
瓜师对西瓜的成熟度及品质进行标
准化把控。”从事水果供应行业16
年的商人李俊辉说，从2018年起，
每逢西瓜成熟季，他都会聘请多位
验瓜师帮忙筛选西瓜。据了解，在
全国的西瓜主产区，验瓜师已经成
为供不应求的抢手资源。

“在出瓜高峰期，验瓜师们每天

可能需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检验几
万斤西瓜。”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李
口镇西瓜经纪人、验瓜师曹敬华
说。作为全国著名的西瓜产地，李
口镇约有150名西瓜经纪人、验瓜
师，他们分布在全国各西瓜产地，从
事验瓜、购销、经营工作。而火爆的
电商带货更是成为验瓜师“大显身
手”的舞台。在全国重要西瓜产地
之一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被验瓜
师们“认证”过的西瓜正通过四通八
达的电商网络发往全国各地。此
外，验瓜师还要具备作为西瓜经纪
人的能力。

据 业 内
人士介绍，目
前，大部分验瓜
师的工资是按照验
瓜个数计算，检验一个
西瓜的价格为0.7-0.8元，每人每天
检验大约4000个西瓜，日收入在
3000元左右，最忙碌的时节甚至可
以达到五六千元。

“职业验瓜师是品质化需求催
生新市场，从而带动新职业出现的
生动范例，反映了职业发展更加细
分的新趋势，背后是农业产业链的
完善以及各地打造农产品品牌意识

的 提
升。目

前，验瓜
师职业还处

于快速成长期，对
验瓜师的技能经验进行评估

和认证还缺乏专业化、规范化的行
业标准，这需要相关部门、行业内部
予以更多关注和支持，加快完善职
业培训、权益维护、薪酬透明等规范
化制度，为验瓜师职业长期稳定发
展提供及时有效的保障。”河南省社
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
员刘兰兰表示。 （据央视网）

听音辨瓜！“验瓜师”走红
日收入可达五六千元

多地都处在“热炼”状态，天气闷
热且潮湿，这样的条件利于虫卵孵
化。有网友被家里的一幕吓得鸡皮疙
瘩都出来了……大米里全是小黑虫，
因为不常做饭，这两天家住浙江杭州
的小永发现，家里的米桶居然生出了
不少黑色的芝麻大小，长着翅膀的虫
子。刚打开盖子的时候，虫子还在大
米上爬来爬去，骤然看到的那种视觉
冲击，可把小永恶心坏了。

小永把这些米平铺到太阳下暴
晒，可是吃下去又有些顾虑，在网络上
求助网友，发现有不少人和小永一样，
都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长了米虫的大米还能吃吗？杭州
市临平区农业农村局的专家回应：可

以吃！
据介绍，大米里面的虫子，叫米

象，也叫米虫、谷牛，是一种喜欢吃谷
物的虫子。不仅喜欢寄居在大米里
面，还容易出现在玉米、小麦、绿豆、面
粉等各种谷物粮食当中。早在粮食还
杵在地里的时候，米象就已经把虫卵
塞进了米粒。粮食的加工过程不会太
复杂，成虫被杀死了，但米粒里的虫卵
却还存活着。等达到一定的温度和湿
度后，虫卵就孵化成了幼虫，变成成年
米象。米象不攻击人，也不传播疾病，
所以生过米象的大米可以放心食用，
淘米的时候把漂浮起来的已经被蛀空
的大米捞掉就可以了。

（据人民网）

大米里全是小黑虫还能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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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吃“长寿菜”有益健康

最近正是苋菜上市的季节，老话
说“七月苋菜金不换”，在一些地区，苋
菜还有“长寿菜”之称，很多人认为苋
菜能“补血强身”，这些说法是真的
吗？苋菜到底有哪些营养价值？

颜值高，钙含量也高。无论是红
苋菜，还是绿苋菜，都能在高钙蔬菜排
行榜上挤进前五名。红苋菜的含钙量
为178毫克/100克，而绿苋菜的钙含
量更高，能达到187毫克/100克。这
可比普通牛奶的含钙量（115 毫克/
100克）要高不少。

补血不一定，但含铁量真的高。
民间有吃红苋菜“补血”的说法，更多
是受了“以形补形”的传统理念影响，
这和人们认为大枣、红豆能补血如出
一辙。不过，苋菜中铁含量是真的挺

高，尤其是绿苋菜，每100克含铁量为
5.4毫克，是小油菜含铁量（3.9毫克/
100克）的1.4倍，是菠菜的（2.9毫克/
100克）近2倍。

叶酸含量王者，普通人也需要
补。提起叶酸，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
是“备孕期、孕妇才需要补充”，实际
上，叶酸对人体物质代谢起着相当重
要的作用。由于我们人体无法合成叶
酸，只能依靠食物来满足所需，对于普
通成年人来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建议每天摄入400微克当量的叶酸。

抗氧化赛道，苋菜也值得一提。
有研究发现，新鲜红苋菜的花青素含
量为5.46毫克/克，比其他紫色蔬菜，
如紫色油菜花青素含量高1倍。花
青素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抗炎作用，
对于保护心血管健康、预防衰老都具
有积极影响。此外，有研究发现，苋菜
的叶黄素含量可达 14.4 毫克/100
克。叶黄素能对抗蓝光伤害，并通过
抗氧化、清除视网膜自由基来保护视
网膜健康。

（据 科
普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