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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受访者感觉
泳池卫生状况不佳

四种最常见的泳池
不文明行为：入池前不冲
淋、泳池小解、不戴泳帽、
入池前不浸脚

本报记者 杜园春

游泳馆是人们夏天爱去的健身休闲

场所， 但是一些人的不文明行为导致泳
池环境不清洁。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
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益派咨询，对
1436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14.5%的受
访者夏天常去泳池游泳健身，50.3%的受
访者偶尔去。52.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常
去的泳池卫生状况不好，41.4%的受访者
回答一般， 仅4.0%的受访者感觉常去的
泳池卫生好。

北京某高校大学生程潇潇非常喜欢

游泳， 不管是学校的游泳馆还是其他公
共游泳场所， 她都经常光顾。 程潇潇发
现， 游泳馆里总有一些人比较缺乏泳池
素养。“我经常看见有人向泳池吐口水，
还有一些人游泳的时候故意把动静弄得

特别大，水花溅得到处都是。”程潇潇说，
在游泳馆里见到这样的行为， 很影响她
的心情。

已经工作一年的刘伟也是游泳爱好

者。 他在公共游泳馆碰到过一次非常尴
尬的场面：“当时我游到泳池中间， 发现
眼前有一对情侣正在做出比较亲密的举

动，我感觉很不好意思，连忙换了泳道。
后来的一些游泳的人也受到了影响，但
那对情侣却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

调查显示 ，入池前不冲淋（59.3%）、
在泳池小解 （57.1% ）、 游泳不戴泳帽
（55.6%）、入池前不浸脚 （55.4%）是受访
者最常遇到的4种不文明行为。 除此之
外， 受访者在泳池游泳时遇到过的其他
不 文 明 行 为 还 包 括 ： 向 泳 池 吐 痰
（46.9%）、在泳池里搓澡（39.9%）、携带易
传染的疾病入池（27.8%）。

“可能是游泳馆通常比较开阔空旷，
在潜意识里给人们造成了一种自由、自
我的氛围。在电影院、餐厅等其他公共场
所 ， 类似恶劣的行为发生得相对少一
些。”刘伟说，他每次去游泳几乎都能碰
到家长在教小孩子游泳， 但鲜有家长认
真向孩子强调游泳素养问题， 有的家长
甚至放纵孩子的不文明行为。他认为，泳
池素养也是学习游泳的一部分， 在孩子
刚开始学游泳时， 成年人就应该告诉他
们如何文明游泳，注重公共影响。

程潇潇发现， 游泳馆工作人员一般
都不会向游泳者强调泳池纪律， 甚至没
有张贴相关的文明宣传语。在她看来，如
果泳池工作人员做好提醒工作， 管理员
及时制止一些人游泳过程中的不文明行

为的话，游泳馆的环境会更好。
调查中，对于改善泳池的卫生状况，

68.7%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倡导文明游泳，
63.0%的受访者认为应鼓励对不文明游
泳者进行投诉，61.6%的受访者建议游泳
馆设置监管人员，59.3%的受访者建议游
泳馆对入馆游泳者进行健康筛选，52.9%
的受访者认为完善馆内淋浴等设施是解

决问题的关键。
本次调查的受访者中 ， 男性占

54.9%，女性占45.1%。

在谣言面前保持沉默就是一种放纵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新闻学研究室主任黄楚新

本报记者 黄 冲

实 习 生 马 越

2015新媒体蓝皮书 《中国新媒体发展
报告》 日前在京发布。 蓝皮书对2014年92
条典型假新闻的分析发现， 有59%的虚假
新闻首发于微博， 首发于微信的假新闻虽
然只有7%， 但辟谣难度更大。 新媒体为
何成为谣言的重灾区？ 谁该为谣言造成的
后果承担责任？ 近日， 中国青年报记者专
访了 《新媒体蓝皮书》 副主编、 中国社会
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新闻学研究室主

任黄楚新。

谣言一般在微博首发 ，
但会在微信流传得很广

中国青年报： 为什么微博等新媒体会
成为众多假新闻的首发地？

黄楚新： 微博、 微信上会产生谣言，
原因有很多。

首先， 我国网民数量急剧增长。 今年
上半年我国网民数量预计要突破7亿， 其
中83%以上都通过手机上网， 也就是说有
5亿多是移动新媒体网民。 这些网民不仅
仅是信息的接收者， 同时也是信息的见证
者和发布者， 他们可以把随时随地看到
的、 听到的， 在第一时间发布出去。 他们
也会因为好玩或好奇， 发布未经证实的信
息。

其次， 一些营销公号的有意为之。 在
粉丝经济盛行的当下， 微信公众号的价值
会通过关注者多寡来衡量。 比如， 一个微
信公众号如果有4万个关注者， 每发布一
条信息的收益就有1500～2000元， 关注者

增加， 收益也会递增。 因此， 一些营销公
号就会通过发布耸人听闻的信息， 来增加
关注度， 这些关注度就成为他们营销的价
码。

第三， 现在老年人上网的越来越多，
他们热衷转发食品安全等方面的信息。 我
前两天还在朋友圈看到有人评论， 现在什
么都不能吃了， 感觉都有问题。 老年人接
触的信息相对比较匮乏， 缺乏辨别真假的
能力。 他们会把微信上的消息等同于 《人
民日报》、 《中国青年报》 上的新闻， 会
深信不疑。

第四， 一些境外组织联合国内组织传
播政治谣言。 比如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宣
传， 对英雄人物事迹的抹黑和否认等， 包
括对狼牙山五壮士、 董存瑞、 黄继光等英
雄事迹的否认， 对一些伟人的曲解、 妖魔
化。 这些行为都是有预谋的意识形态斗争
的体现， 因为动摇社会根基的前提是动摇
社会的价值观 。 这些谣言更值得我们警
惕。

中国青年报： 虽然首发于微信的假新
闻只有7%， 但辟谣难度更大。 这是怎么
回事？

黄楚新： 和您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故
事 。 6月25日一大早 ， 我刷微信朋友圈 ，
又看到好几条 “找孩子” 的信息。 其中有
一条， “海南一对父母愿把自己120平方
米的海景房作为报偿寻找丢失的孩子 ”。
很引人注意， 我就把这条消息里的电话号
码， 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结果发现网上早
就有这条消息了， 只是把名字、 地点、 时
间换了一下， 这次是在海南， 之前还有在
深圳、 河北等地。

我就在朋友圈里将搜索结果， 以截图
的形式发了出去。 发布之后很快就有很多
人点赞。 可后来想想， 我又觉得不太妥，
在熟人圈里这样做 ， 好像是驳了别人面
子。 我这种心理也可以反映出大部分人的
心理。 微信这个媒体相对比较封闭， 属于
“熟人圈”。 越是封闭的圈子， 谣言越是难
以破解。

对比微信和微博你会发现， 微博就像
一个信息的广场， 是各种信息的汇聚地。
谣言很多， 可辟谣方式和辟谣力度也很
大。 比如， 你说某个食品有毒， 很快就会
有食品专家出来说， 不是你说的那样。 而
微信更像是一个私人的会客厅， 信息的传
播在熟人圈子里。 你一般不会在家里和人
当面争得面红耳赤， 还是要留留面子， 和
谐为主。 所以微博的自净化能力比微信要
高， 谣言一般在微博首发， 但会在微信流

传得很广。

我们在谣言面前保持沉

默， 其实就是放纵

中国青年报 ： 我们发现 ， 对于一些
流传甚广的谣言， 有些网友也会怀疑其
真实性 ， 但觉得能提醒人们增强防范意
识也不错 。 你说他是传播谣言 ， 他还觉
得自己出发点很好 。 对于这种心理 ， 您
怎么看？

黄楚新：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 在新媒
体时代 ， 很多网友都有一种寻求 “存在
感” 的心态。 他们会积极转发一些信息，
一方面是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 找到存在
感， 另一方面显得自己消息灵通， 成为朋
友圈中的积极参与者和传播者。

在新媒体环境下要想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提高每个人的媒介素养。 如何提高？
可以在中小学开设相关课程 ， 在社区普
及新媒介素养知识 ， 包括新媒体的传播
特点， 如何使用新媒体 ， 以及了解我们
每个人在新媒体中应该扮演的角色 ， 比
如不传播谣言， 不过度发布信息打扰他
人。

中国青年报： 这些网上流传的谣言都
有什么特征？ 作为普通网友 ， 要分辨谣
言， 有没有什么操作性强的方法？

黄楚新： 首先 ， 看新闻要素 。 正规
新闻都有五个基本要素———谁 、 何时 、
何地 、 做什么 、 有何影响 。 一些谣言可
能不具备这些要素。 第二， 看信息来源。
有些人会通过PS等技术 ， 使得谣言看上
去像是来自中央电视台或 《人民日报 》
等权威媒体。 如果你花一点工夫查一下，
就会发现那一天根本没有这个报道 。 第
三 ， 假新闻一般都会耸人听闻 ， 让读者
感到不安 、 产生恐惧感 。 事实上 ， 权威
媒体报道一般都会比较客观 ， 不会让你
感到恐慌 。 第四 ， 假新闻常常与生活 、
工作、 家庭等紧密相关 ， 比如食品 、 孩
子、 安全 ， 因为这些主题最受关注 、 最
有市场。

普通人要辨别谣言， 有一个简单的方
法， 就是随手搜索。 对于一些耸人听闻的
新闻， 根据关键词或重要信息进行搜索，
可能会发现类似的信息很早就出现过 。
一旦发现谣言， 我们每个人都有辟谣的责
任， 不要碍于情面。 如果我们在谣言面前
保持沉默， 其实就是放纵了谣言的传播，
危害会更深更广。

微博微信不仅仅是娱乐工具， 而是媒

体。 是媒体就有监督社会、 传播信息、 教
育的功能， 就有规避假新闻的职责。 微信
平台已经建立辟谣中心 。 我看了一下 ，
自7月3日开通后， 已经受理了200多万条
谣言 ， 处理了20多万条 。 用户看到疑似
谣言的信息 ， 可以举报给辟谣中心 ， 平
台将根据谣言的情况 ， 将自己没有能力
处理的发给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分析 。
比如科学类的发给中科院之声 、 科普中
国 ， 人身安全类的发给平安北京 。 个人
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 ， 社会的广泛参与
会产生很大力量 ， 这也符合新媒体参与
互动的特征。 微信可以把辟谣做成一项
向用户推送的服务 ， 可以第一时间提醒
大家哪些信息是谣言。

中国青年报： 对于微信上的公共号，
您有什么建议？

黄楚新： 据统计， 微信公共号目前以
每天1.5万个的速度增长， 总数已经达到
800多万个， 数量非常庞大， 同时也给管
理带来了更大困难。

一方面 ， 有些微信公众号是营销机
构的， 他们为了私利传播虚假新闻信息。
对于这部分公众号， 应该加大处罚力度，
加大传谣成本 。 现在对很多谣言只做到
了屏蔽， 比起传谣获得的利益 ， 差得太
多 。 另一方面 ， 虽然微信公众号很多 ，
但很多都是 “僵尸号 ”， 有了等于没有 。
一些政府和传统媒体的公众号 ， 还是按
照传统方式进行传播 ， 关注度并不高 。
新媒体时代是快读 、 悦读的时代 ， 公众
号应该尊重新媒体传播规律 ， 把庞杂的
信息浓缩起来 ， 让枯燥的信息变得赏心
悦目。

只要政府在第一时间客

观、公正地发布信息，很多谣言
都会不攻自破

中国青年报： 有人说， 现在最大的问
题不是老百姓不能分辨谣言， 而是他们在
事实真相不明确时， 往往会倾向于选择相
信谣言。 对此您怎么看？

黄楚新 ： 我们知道 ， 谣言的传播力
度=事件重要性×真相模糊性。 政府机构
需要提高自己的信息传播力度和意识， 这
将大大减少谣言的传播。 目前政府已经积
极地走出这一步。

比如说， 在前段时间长江客船 “东方
之星” 翻沉事件中， 6月1日晚上发生了事
故， 6月2日李克强总理在飞机上召开紧急
会议， 提到了七条指示， 其中有一条指示

就是关于信息发布的， 要求及时、 准确、
充分发布救援进展的权威信息。 所以这次
事件发生后， 没有引起社会恐慌， 质疑声
相对较少。 像伤亡人数等都做到了第一时
间公布。 我看到权威媒体在采访专家时，
选择了我国在河流、 海事方面很专业的两
个院校， 上海海事大学和大连海事大学的
专家， 他们的解释比政府更加客观公正。
对于一些疑问， 比如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
把船扶正， 我看到专家的解答非常有说服
力。 这样一来， 谣言即使出现也很快就被
覆盖了。

政府掌握的信息肯定比个人要全面，
只要在第一时间客观、 公正地发布信息，
很多谣言都会不攻自破。 而一旦政府处理
不当， 很容易导致谣言满天飞。 当谣言盛
行时， 再去辟谣就晚了。 谣言比真相跑得
更快。

中国青年报： 我们发现， 网上很多谣
言都是周期性的， 经常辟谣， 隔一段时间
又会出现。 对于这些谣言可以有什么应对
措施？

黄楚新： 辟谣的成本比发布谣言的
成本大多了 。 很多时候你虽然辟谣了 ，
因为先入为主效应 ， 有人还是宁愿相信
谣言也不相信辟谣 。 而且 ， 网络上有无
数个端口， 谣言很难一次全部清理干净。
网络技术也在不断发展 ， 对管理者提出
了很大挑战， 比如现在有一种 “发后即
焚 ” 软件， 可以在信息发布后完全抹去
发布者的信息 ， 使得信息的传播无从追
踪。

对于常见谣言， 刚才提到的辟谣中心
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另外， 传统媒体也
可以参与进来。 传统媒体在深度报道和专
业性上会更加突出， 对于谣言， 可以通过
追踪报道、 社会调查等方式去查证 、 鉴
别。

互联网的本性是自由、 平等、 参与。
我认为， 应该在保证这三个特征的前提之
下， 对传播虚假新闻的行为加大管理力
度。 比如说新加坡， 今年上半年新加坡前
总理李光耀住院， 一名未满16岁的男孩发
布了 “李光耀去世” 的假消息。 如果在我
们国家， 可能会因为是未成年人， 进行教
育、 劝告就算了。 但在新加坡不是这样，
一旦罪名成立， 这名男孩将面临不超过5
万新元 （约合人民币 22.866万元 ） 的罚
款， 或10年以内的监禁。 当然， 我们国家
有自己的国情， 不能完全照搬。 但对于网
络内容、 技术和网民行为的管理， 确实应
该更加细化。

黄楚新 ， 中国
社会科学院新

闻与传播研究

所新闻学研究

室主任

微博微信谣言泛滥 受访者认为造谣者和新媒体平台最该负责
受访者评出影响最恶劣的三大谣言：小孩妇女被麻醉拖走后挖肾并贩卖（54.8%）、某地一男子炒股亏损后跳楼身亡（51.5%）、某地出现孩子被偷现象（47.5%）

本报记者 黄 冲

实 习 生 马 越

近来， A股市场引发广泛关注， 各种
真假难辨的流言和传言在微博、 微信上大
量传播， 让股市成为新媒体谣言的重灾
区。 中国社科院新闻所6月24日发布的新
媒体蓝皮书对2014年92条典型假新闻的分
析显示， 59%的虚假新闻首发于微博， 首
发于微信的谣言虽然数量不多， 但因其封
闭式传播环境， 辟谣难度更大。

公众如何看新媒体领域的谣言现象？
近日，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
中国网和益派咨询， 对1775人进行的调查
显示， 受访者认为谣言最严重的三大领域
分别是 ： 食品安全 （72.2%）、 人身安全
（56.9%）、 健康养生与疾病防治 （54.0%）。
若谣言造成严重后果， 受访者直言 “制造
谣言的个人或机构” （74.7%） 和 “未尽
到把关责任的新媒体平台” （64.6%） 应
该承担责任。

21.5%受访者表示股市谣
言已给自己造成损失

最近， 有媒体梳理出最近股市上的18
条谣言， 包括 “某证券针对500万VIP的风
险预警” “上调印花税” “某外资机构做
空A股市场” “一男子因炒股亏损跳楼身
亡” 等。 在中小股民对谣言异常敏感的情
况下， 很多谣言往往传播甚广， 尽管官方
频频辟谣， 还是造成了严重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昆阳 （化
名） 在今年2月进入股市， 他讲述了自己
的一次亲身经历： “一带一路战略刚刚落
实， 连云港在收盘前突然快速拉高， 而且
有 ‘消息’ 称连云港被列入一带一路优先
建设项目。 我一激动就追了进去， 第二天
果然涨停。 结果连云港公司发公告说经核
实没这回事， 当天晚上我都快哭了。 幸亏
卖得快， 下午就跌停了。” 昆阳发现， 现
在随便进入任何一只股的股吧， 都是谣言
满天飞。 对于一些制造利空、 吓唬股民抛
售， 然后暴力拉涨的谣言， 他深恶痛绝。

调查显示， 40.6%的受访者表示关注
近期股市上的各种小道消息、 传言流言，
20.6%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仅38.8%的受
访者不关注。 21.5%的受访者直言， 近期
的股市谣言已经给自己造成了损失。

近年来， 很多 “著名谣言” 在微博、
微信上广为流传。 本次调查中， 受访者评

出影响最恶劣的三大谣言 ， 分别是 ： 小
孩 、 妇 女 被 麻 醉 拖 走 后 挖 肾 并 贩 卖
（54.8%）、 某地一男子炒股亏损后跳楼身
亡 （ 51.5% ） 、 某地出现孩子被偷现象
（47.5%）。

接下来还有 ： 肯德基6个翅膀的鸡 、
烤熟的鸡肉有活蛆 、 自来水中的氯可致
癌 、 WIFI辐射致癌、 购物小票致癌 、 蓝
色洁厕块致癌 、 不锈钢杯泡的茶有毒 、
“小太阳” 导致孕妇流产等。

说起谣言，北京80后青年刘强打开自己
的微信朋友圈，随手就能翻出十几条。“一些
好友发的朋友圈消息，都惊人的一致。什么
天津卖麻花的车下面藏了十几个孩子啊，
什么修水电的车专门抓小孩啊……有些
谣言说得有鼻子有眼， 还是比较敬重的长
辈转发的，让人将信将疑。我上网一搜索，
发现已经有好多个类似消息， 就是换了地
名和时间，内容都完全一样”。

“听说现在可以领计划生育奖助扶持
资金。 请问怎么领取？” 再一次接到社区
群众打来的电话， 北京某社区工作人员黎
越一头雾水的同时 ， 也感到事有蹊跷 。
“这两天已经接到十几个这样的电话了”。
为此， 他们咨询了民政局 、 计划生育部
门， 确认并没有此项政策。 黎越上网一看
才发现， 一条 “申请领取城镇计划生育家
庭奖励扶持资金” 的消息正在微信上流
传———“如果你单位有60岁以上的退休人
员， 属于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家庭， 从7
月1~30日， 要在居住地居委会报名， 申请
享受城镇计划生育奖励扶助资金， 每人每
年960元， 两人就是1920元， 虽说钱不多，
但是过了这个报名期限， 就只能等到下一
年了， 过期不补， 请通知你们身边的亲戚
朋友同事， 看看谁符合这个条件”。

“这根本就是一条假消息！ 可很多群
众看到微信文章， 就相互传递。” 黎越无
奈地感叹。

本次调查中， 受访者认为谣言最严重
的三大领域分别是： 食品安全 （72.2%）、
人身安全 （56.9%）、 健康养生与疾病防治
（ 54.0% ） 。 接 下 来 的 是 ： 财 产 经 济
（35.3%）、 国家政策 （31.9%）、 警示防骗
（22.6%）。

61.3%受访者认为人人都
可以发布信息 ， 制谣传谣成
本低

为什么新媒体上的谣言屡禁不止 ？

调查中， 61.3%的受访者认为人人都可以
发布信息， 制谣传谣成本低； 59.5%的受
访者指出一些公共号 、 大V等出于牟利
目的制造谣言； 38.8%的受访者感觉微信
等新媒体传播环境较封闭 ， 辟谣难度
大。

北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周敏认

为， 微信与微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新媒
体。 微信相对来说是封闭或半封闭的， 更
像过去传统社会里坊间的社会关系， 传递
的消息类似于口口相传。 谣言因为有熟人
的推荐和转发， 传播次数会呈几何级数地
增长。

当下， 借助夸张的标题和内容获取大
量粉丝、 传播量后， 通过企业投放广告费

生财， 是微信营销目前的标准做法。 周敏
指出， 微博和微信上存在一些营销公号，
它们为博取关注而制造谣言的行为值得警

惕。
调查中， 47.8%的受访者感到公众对

日常生活充满怀疑和缺乏安全感。 37.4%
的受访者直言网友缺乏分辨谣言的能力和

常识。 36.8%的受访者指出网友对谣言危
害认识不足， 随手传谣。

有专家表示， 谣言不断被转发有两个
主要原因： 一是 “宁信其有， 不信其无”。
关系到人类基础需要、 威胁到人们基本安
全的东西， 往往最能引起共鸣， 这类谣言
如此热传恰恰正中 “痛点” ———人们认为

自己所处的环境并不安全。 二是这类谣言

能激发人们的保护欲望。 制造恐慌是谣

言传播的常用手段， 而谣言又恰好能激发
人们保护重要亲友的欲望。

“人的本性趋向于相信坏的事情。 谣
言传播最严重的领域， 往往与大众生活息
息相关， 有值得讨论的地方， 而且不需要
特殊的专业背景。” 周敏指出， 个人往往
缺乏分辨信息真假的能力， 过于相信媒体
中传播的消息。 而在越来越追求点击率的
情况下， 媒体的新闻专业素质正在受到威
胁， 一味追求及时发布， 就会忽视新闻的
真实性。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权威部门失
声更导致谣言广泛蔓延。 调查中， 57.4%
的受访者指出权威部门不能及时发布准确

信息， 45.4%的受访者直言权威部门公信
力弱， 38.1%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对谣言的
监管打击力度不够。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

指出， 事件本身越重要， 信息公开得越不
充分， 谣言越可能得到充分传播。 只要官
民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不消除， 老百姓对谣
言的热衷程度就难以降低。

若谣言造成严重后果， 谁该为此承担
责任？ 调查中， 排在首位的是 “制造谣言
的个人或机构” （74.7%）， 其次是 “未尽
到把关责任的新媒体平台” （64.6%）， 之
后才是 “相关监管部门 ” （56.0% ） 和
“传播谣言的网友” （49.9%）。

受访者认为制造谣言者

和新媒体平台最该为谣言承

担责任

调查显示， 新媒体谣言泛滥 ， 72.7%
的受访者认为会困扰公众情绪和正常生

活， 66.4%的受访者直言会破坏正常经济
和产业秩序， 59.9%的受访者认为会污染
网络环境， 47.0%的受访者担心会引发群
体性事件， 40.8%的受访者认为会造成不
正当竞争。

“公共关系学中有句话叫， ‘当谣言
走遍世界的时候真理还在穿鞋呢’。 公众
应该意识到， 谣言的传播具有一定的不可
挽救性和伤害性。” 周敏认为， 当下媒体
应该继续保持深度调查和反思质问的优良

专业传统。 对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加强媒
介素养， 改变自己对信息接收和传播的态
度， 在转发消息前， 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考虑是否真实， 以及是否会对他人造成不
良影响。

如何减少新媒体上流传的谣言？ 调查
中， 68.8%的受访者期待公共事务信息及
时公开， 越透明越能安定人心。 63.2%的
受访者希望惩罚恶意的谣言制造和传播行

为 。 59.5%的受访者希望改善社会坏境 ，
增强公众安全感。 56.8%的受访者建议新
媒体平台清理有造谣纪录的公共账号 。
51.7%的受访者建议对常见谣言准备应对
预案。 40.1%的受访者表示应提高网友科
学素养， 不信谣、 不传谣。

“计划生育奖励金假新闻” 事件， 让
黎越对社区管理产生了新的认识。 以前如
果有新政策下来， 他们会用张贴告示和走
访通知的方式进行告知 。 在新媒体时代
下， 如何继续保持工作的公开透明， 保证
信息能准确到达每个社区群众， 这是黎越
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或许我们自己
也能开通一个专业的网上平台， 与这些谣
言的制造者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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