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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看到这些消息，第一时间感觉是管他真
的假的，转发一下也无大碍，说不定能帮助别人呢！”
市公安局民警说，还有一些人把外地的谣言移花接木
换上本地的名字进行传播，这都属于违法。

“不传谣的前提是不信谣，市民要学点儿辨别谣
言的基础知识，千万别让自己的好心被一些不法分子
利用。”市公安局民警提醒，想不被谣言牵着鼻子走，
大家可以试试下面这几招。

第一，看到朋友圈消息时，可以求助微信辟谣助手。
“大家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微信辟谣助手’小程序，

在这个程序里可以主动搜索谣言的关键词，就能搜到
相关的谣言。”市公安局民警介绍，这个小程序的功能

很强大，甚至可以自动识别咱们阅读过的谣言文章。
第二，可以试一试网上搜索法。
大家看到一则真相不明的消息时，别急着转发，

先到网上搜一搜。比如“外地人偷肾”，当你摘取部分
内容输入搜索框，就会看到一大串相关的消息。如果
看到外地很多媒体已经辟谣，那谣言不攻自破。

第三，向权威媒体《洛阳晚报》或警方核实。
如果说大家使用上述两种方法，依然无法辨别出

消息的真假，这时候你可以拨打《洛阳晚报》的热线电
话66778866找记者求证，或者拨打110向警方反映
情况。如果有违法犯罪事件发生，媒体和警方会在第
一时间做出提醒。

“刘明炜”年年丢准考证
大米、紫菜都是塑料身
“钥匙扣里有追踪器”的谣言近日重出江湖，记者辟谣同时，联手市公安局民警梳理出
“2017年洛阳人朋友圈十大谣言”，其中还有丢准考证，塑料大米、塑料紫菜这些谣言

“一到年底，街上就不安全了？”昨日，市
民刘先生向《洛阳晚报》记者求证，他见朋友
圈里有人发了一张截图，内容为：“温馨提示，
从今日起街上已有人在发精美钥匙扣，那是
追踪器，请不要带回家，各种骗案都要小心，
现有大批香港团体也逐渐加入，请大家发到
群组，并且告诉我们的亲朋好友，金光党新的
诈骗手法，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这条语
句都不太通顺的提示里，落款为东大街社区，
落款日期为2018年1月12日。

记者随后致电老城区东南隅办事处。工
作人员说，辖区确实有东大街这条街道，但并
没有东大街社区，管理东大街的有鼓楼社区
和东城门社区。老城派出所民警也向记者证
实，近期并未接到类似的报警，他们更未向辖
区居民发过类似的通知。

“这是老谣言了，早在2012年就出现过，
将追踪器装在那么小的钥匙扣里，成本很高
不说，追踪范围也有限，想想也不太可能。”民
警感慨，其实，这条谣言在2017年也大规模
传播过一次。

不传谣更要懂得不信谣，如何识别消息真假，民警教你几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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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浦西路13
号院爆炸”的消息
引爆微信群、QQ
群和微博，一些不明
真相的市民在巨响发出
后，从四面八方拥入洛浦西路13号院，一度
造成附近拥堵，交警部门不得不加派警力疏
导交通。

● 传播时间：2017年9月
● 民警点评：这个嘛，遇到突发大事，请

及时关注权威媒体《洛阳晚报》和市公安局的
第一时间通报。

“今天上午我的3岁儿子在西工区周王城广
场附近红绿灯路口被人拐走了，儿子能说出爸爸
的手机号码，从监控上看是被一个40多岁男人
抱走的，现我们家老太太老爷子都急疯了……”

● 传播时间：2017年7月
● 民警点评：这谣言2014年就有了，这家

长得有多粗心，年年丢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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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记者 王博东 通讯员 程昊 王辉 李保宏

关于谣言，网上有“造谣一张嘴，辟谣跑
断腿”的说法，说的是造谣成本低，而作为权
威消息来源的媒体，要联系各方核实消息的
真实性，身体累，心也累。这不，这两天，朋友
圈里又开始有人谣传“街上免费送的钥匙扣
里有追踪器”。《洛阳晚报》在辟谣的同时，与
市公安局联手，梳理出2017年洛阳人朋友圈
里传过的十大谣言。

“钥匙扣里有追踪器”，
这谣言几年前就有了1

求证 无论流言在哪里奔跑
这儿都有靠谱的真相

@洛阳晚报 洛阳晚报（lyw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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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捡到一张准考证，刘明炜的，考点
在一中，请朋友们转发，有线索请联系
158××××××××，一定帮他转发一下，
这孩子一家肯定急死了。扩散扩散，别耽误
孩子高考。”

● 传播时间：每年6月高考前几天
● 民警点评：和丢孩子那家一样粗心，

连着考了几年试也就算了，还连着丢准考证，
这孩子真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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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樊村去的路上，出租车拉了一车学生，
发生意外，现在联系不上家长！谁的群多，速
转求扩散！

● 传播时间：2017年4月
● 民警点评：啥时候的事儿？哪个樊

村？造谣也得写清楚时间吧，一点儿都没职
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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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视频中，网友称洛阳万安山景区的
停车场失火，车主不知情。网友怀疑，停车场
没有负责人吗？为啥没看见负责人救火？车
辆会不会随时爆炸？

● 传播时间：2017年1月
● 民警点评：我们民警当时就在万安山

执勤，咋没瞅见呢？

绘制 文祥

2017年洛阳人朋友圈

一段视频中，一女子将一款紫菜放入水中泡
发，随后捞起撕扯，边撕还边说：“你看我使了多
大劲儿都撕不破，也嚼不烂，肯定是用废旧黑塑
料袋做的，还有腥臭味儿。”

● 传播时间：2017年2月
● 民警点评：塑料嚼不烂，怎么能造出可以

嚼烂的紫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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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事儿，摘肾的已经到了汝阳。柏树
乡昨日一中学生溺亡，现技术人员已到场进行勘
察，死者家属情绪激动，孩子找到时，肾已被摘
除。希望每个父母都看好自己孩子。”

● 传播时间：2017年6月
● 民警点评：随便偷走器官进行买卖，这和

医学常识不相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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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龙祥商业街看到一男子欲强行将一
女子拉上车，怀疑男子是人贩子。

● 传播时间：2017年11月
● 民警点评：发现这种情况第一时间报警

才是正事，发朋友圈消息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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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视频中，有人将一块肉松面包上的肉松
撕下后浸泡在水里，然后捞出用打火机点燃，结
果肉松被烧着了，他称“还散发着煳味，肉松是用
棉花做的”。

● 传播时间：2017年5月
● 民警点评：是不是棉花，一尝不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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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视频中，有网友称自己买到一种假大米，
饭后洗碗时发现盛米饭的碗里残留不少塑料，于
是断定这些大米里面掺有塑料或是用塑料做的。

● 传播时间：2017年5月
● 民警点评：塑料比大米贵多了，只有傻帽

儿才会用塑料去冒充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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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过其中哪几条？
十大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