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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记者罗争光）民
政部3日发布消息，广西连日暴雨已致105.1
万人受灾，26人死亡失踪。国家减灾委、民政
部针对广西暴雨灾情已于3日17时启动国家
Ⅳ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指
导救灾工作。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报告，截至
7月3日15时统计，7月1日以来的暴雨洪涝
灾害造成广西桂林、柳州、梧州等10市105.1
万人受灾，16 人死亡，10 人失踪，9.2 万人紧
急转移安置，3.5万人需紧急生活救助，直接
经济损失28.8亿元。

灾情发生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减灾委办
公室于7月3日15时启动Ⅲ级救灾应急响应，
派出工作组分赴柳州市、桂林市指导救灾工
作。各受灾市县已搭建救灾帐篷173顶，发放
衣被2万余套，投入救灾资金360.5万元，妥善
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广西暴雨洪灾
已致105万人受灾26人死亡失踪

新华社平壤7月4日电（记者程大
雨 朱龙川）朝鲜 4 日宣布当天成功试
射“火星－14”洲际弹道导弹。

据朝鲜中央电视台报道，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 3 日签署试射导弹的命
令，并于4日在现场观看了发射。

据报道，“火星－14”是朝鲜国防科学

院研发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导弹于当地
时间当天上午9时在朝鲜西北部地区发
射，按照预定轨道飞行39分钟，准确命中

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公海上的预设目标。
报道称，导弹最大飞行高度为2802

公里，飞行距离933公里。

朝鲜宣布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

新华社伊斯坦布尔7月3日电（记者易爱
军）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3日表示，将建造本国
的航空母舰，以应对本地区正在形成的威胁。

埃尔多安当天在伊斯坦布尔出席土耳其
海军一艘舰艇的下水仪式时说，土致力于建
造自己的航空母舰。14 个军舰建造项目近
期完成，今后数年内还有10个新项目。这些
构想都旨在展示土坚持自身制订海上解决方
案，以应对本地区出现的威胁。

埃尔多安已宣布，土耳其寻求在2023年建
国100周年之际实现国防工业自主。他去年6
月曾表示，土独自建造航母不存在任何障碍。

土耳其总统说：
将自行建造航母

新华社曼谷7月4日电（记者杨舟）泰国
披集府政府部门4日证实，自本月1日以来披
集府已有11人确认感染寨卡病毒，另有27人
出现疑似症状，等待进一步筛查。

披集府府尹威拉萨·威集森西当天对媒
体说，已发现寨卡病毒在披集府邦纳朗县蔓
延，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有11人确认感染，
相关人员都在医院接受治疗。他强调目前没
有死亡病例，当地已经开展灭蚊行动以阻断
其传播途径。

自2015年以来，寨卡病毒在巴西等美洲
国家持续传播。这种病毒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
播给人类及动物宿主，也可通过性传播。人感
染寨卡病毒后可能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
类似登革热的症状。绝大多数寨卡病毒感染者
症状温和，但孕妇感染寨卡病毒可能损害胎儿
大脑，导致新生儿小头症及其他神经系统病
变。目前，全球尚无获批上市的寨卡疫苗。

泰国确认：
11人感染寨卡病毒

“西瓜打针”“螃蟹注胶”
“蔬果染色”……夏日炎炎，
生鲜美食广受欢迎，但朋友
圈里的生鲜食品谣言却开始
新一轮传播，不但使行业损
失惨重，也造成消费者“舌尖
上的焦虑”。

正在进行的食品安全宣
传周活动上，食品安全领域
专家通过讲原理、做实验，
为公众详细“掰谎”，为生
鲜美食洗刷“冤情”。

生鲜“洗冤录”：

“打针西瓜”实际中难操作
西瓜成为夏日里老百姓消暑必备，

然而“西瓜打针变甜”的说法却屡屡给消
费者造成困扰。对此，科信食品与营养信
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钟凯在食品安全宣传
周科学实验展现场开始实验：一手按住
一个西瓜，一手拿着吸满蓝色墨水的针
筒，用力往西瓜里推墨水。但当针筒里的
墨水刚刚被推进西瓜里时，蓝色墨水竟
顺着针眼流了出来。

“通过打针让西瓜变甜，在实际中是
不可能实现的。”钟凯在实验后指出，西瓜
中有一些纤维状物质，这实际上是由于授
粉、自然发育等原因产生的正常现象，并
不是西瓜中被注入了什么不好的东西。

对于曾经在网络上流传的“螃蟹注
胶增重”谣言，钟凯也进行了驳斥。他说，
人们看到的螃蟹表面的小孔，并不是螃
蟹被打了针，而是螃蟹在运输过程中互
相挤压造成的。“螃蟹如果打针受伤，是
很容易死的。若给螃蟹打针增重，根本放
不了多长时间。”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中心总顾问陈君石也带领团队通
过现场实验，驳斥了杨梅、樱桃等“水洗
掉色，蔬果染色”的谣言。“我们经常会听
说‘新鲜的水果和蔬菜是被染了色’的谣
言，实际是果蔬中富含的花青素使其呈

现出颜色；它是多酚类物质，对人类的身
体健康很有益处。”陈君石说。

谣言“猛于虎”：

造谣动动嘴，辟谣磨破嘴
近年来，我国生鲜食品业几成谣言

袭扰的“重灾区”。2016年以来，从“樱桃
核仁含氰化物”“胶水拼接牛排”到“浑身
是虫的皮皮虾”，生鲜食品谣言借助视频
剪辑病毒式疯转，令生鲜企业和大批农
户、养殖户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业内人士指出，有些生鲜谣言毫无
事实依据和基本的科学逻辑，有些看似
基于一定的事实基础，但却对事实“移花
接木”，或把个体问题演绎成普遍性问
题。看似不起眼的谣言，经过社交网络平
台四处传播，对整个生鲜产业造成损害，
让生鲜产业陷入“谣言动动嘴，辟谣跑断
腿”的尴尬境地。

“我认为，谣言给消费者心理造成的
损失，远远超过行业的经济损失。消费者
的信心一旦丧失，受影响的是对行业的
信任和政府的公信力，这个损失不可估
量。”陈君石表示。

钟凯也认为，我国食品安全状况一
路向好，但是很多老百姓还会有“这个不
敢吃，那个不敢吃”的感觉，这就是来自
谣言泛滥造成的误解。谣言造成了企业
的经济损失、政府公信力的损失，经过连
锁效应，最终成本又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舌尖焦虑”不再来？

辟谣、科普、共治一个不能少
如何让老百姓告别“舌尖上的焦

虑”？陈君石指出，从根本上减少谣言，不
能仅靠不断的辟谣，也要寄希望于老百
姓掌握更多的食品安全知识，不断提高
公众的科学知识水平。

钟凯表示，治理舌尖谣言，首先需要
传播科学的声音，减少公众误解，重建公
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同时，也要致力于
促进食品行业的健康发展：“从政府层面
来讲，要努力增加工作透明度，以主动公
布的姿态，接受社会监督，这有助于重建
公众信心。”

钟凯还指出，有关部门应从法律上、
政策上健全机制，让造谣者能够受到惩
戒。“不能说造了谣被抓住了，道个歉就
没事了，要建立法律机制，让说话的人为
自己说过的话负责。”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新闻宣
传司司长颜江瑛强调，食药监总局加大
了对食品谣言制造者、传播者的惩处力
度，此前“塑料紫菜”等涉谣者已得到严
惩。她表示，食药监总局将推动建立社会
多元主体共治谣言的长效机制，让政府
部门、专业机构人士、相关企业、新闻媒
体和公众形成合力，“五位一体”击碎谣
言，共同织密甄别、抵制谣言的免疫网。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专家现场“掰谎”、为食品“洗冤”：

治理“舌尖谣言”还缺什么？
新华社记者 姜辰蓉 陈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