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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牛超

自从有了微信，朋友圈里就出
现了不少谣言。最近，一则“空中飞
的白絮是榆四脉棉蚜”的信息在朋
友圈疯传，引得不少人恐慌，后经有
关专家证实，这只是杨絮而已。

事实上，这样的虚假消息在微
信朋友圈里不胜枚举。“今天上午，
一个3岁多小女孩在××小区附近
被人拐走，小女孩能准确说出她爸
爸的手机号码，从监控上看是被一
个40多岁的男人抱走了，现在大人
都急疯了，有知情者请告之，万分感
谢！看到信息的兄弟姐妹留意一
下！联系人郑××。请你伸出手指
按3秒，请各位有孩子的家长一定
注意自己的宝宝，帮忙转发外，也密
切注意身边可疑的人或事！希望尽
快找回孩子！”“××市一辆卖天津
麻花的货车，因车上的叫卖声持续
不断，影响周边市民工作与生活，城
管工作人员收到举报后，要求其关
闭音响却引发争执，强行关闭后，堆
放麻花的板子下传来了9名孩子的
哭叫声，年龄都在 10岁以下……”

“卖冰棍儿车偷孩子”“自来水蒸馒
头致癌”等在微信朋友圈中疯传的
消息一度弄得人心惶惶。

造谣——传谣——辟谣——新
的谣言——再传谣——再辟谣，一
时间，微信圈没了“威信”，反而充斥
着各种“伪信”，成了谣言滋生的温
床。对此，不少市民都感慨：微信就
是稍微信一点。

转还是不转，让人纠结

各类虚假信息公然占据微信朋

友圈，确实让人短时间内真假难辨，
也让人犯了难。面对微信朋友圈里
海量的信息，究竟转不转发？

“转，有可能导致谣言扩散，不
转，有些信息让人看了实在揪心！”
小邓是平顶山学院大三的学生，刷
朋友圈是她每天必做的事，但是各
种“求转发”却让她十分为难。她表
示，特别是看到“×××食品有毒，

千万不能吃！转起来！”这样的信
息，如果不转，万一是真的，可怎么
办？

不仅如此，比如看到“孩子患病
救助，求扩散”的信息，小邓就会抱
着举手之劳，说不定能挽救孩子的
生命的想法转发。虽然是满怀善
意，但她也不知道信息的真假，并担
心自己是否在无意中助推了虚假信

息的传播。
和小邓有同样心理的还有小

秦。“前几天，朋友圈转发一则小孩
被人抱走的消息，很多人都转发了，
我想孩子走失了，父母一定特别担
心，所以也就立即转发了。”小秦说，
每天刷朋友圈，看到这类信息，她都
会进行转发。一方面，自己随手一
转，就能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些事，为
需要帮助的人扩散了信息。另一方
面，如果当事人真的能够通过朋友
圈获得帮助，那么自己也算做了件
好事，传递了正能量，何乐而不为？

“后来见媒体辟谣，我才知道自
己无意中成了虚假信息的传播者，
心里挺不好受的。”小秦说。

事实上，不光是小秦，在微信朋
友圈中，这样的“爱心传递”每天都
在上演。“转一下又不浪费我多少时
间，也许刚好能提供帮助呢！”“这种
事总不能视而不见！”“希望自己的
微小力量能帮助别人”……对于朋
友圈里信息的转发，不少市民都表
示，希望通过自己的一点行动，来使
正能量传递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给需要的人带来帮助。

市民王先生则表示，起初，他也
是抱着传递正能量的心态进行转
发，但后来通过媒体发现，很多信息
都是虚假信息，有的甚至是恶意的
谣言。得知自己的好心时常被利
用，他就感到很寒心。因此，如今再
看见这类信息，尽管内心十分挣扎，
他也不会再贸然转发了。

法律人士提醒：
传播虚假信息可入罪

对于微信朋友圈内谣言的传

递，我市法律界人士郭艳红提醒大
家要提高警惕。

据郭艳红介绍，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
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解释》），编造虚假信息在网上散布
起哄闹事可入罪，明知虚假事实而
散布可入罪。

“微信上的谣言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是针对特定公民个人的谣言；
另一种是影响社会秩序的谣言。对
于第一种情况，根据《刑法》的相关
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
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
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对于
第二种情况，如果当事人参与了此
类谣言的传播就不是简单的道德问
题了。根据《解释》，诽谤罪中严重
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不属于
自诉案件，也就是说，严重危害社会
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诽谤案件，应由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人民检察院提
起公诉。”郭艳红说，该《解释》列举
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
七种情形：1.引发群体性事件的；2.
引发公共秩序混乱的；3.引发民族、
宗教冲突的；4.诽谤多人，造成恶劣
社会影响的；5.损害国家形象，严重
危害国家利益的；6.造成恶劣国际
影响的；7.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
和国家利益的。这就是说，如果微
信朋友圈传播的谣言造成了以上情
况，可直接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因此，她提醒市民，不要轻易相
信微信朋友圈里的信息，要注意辨
别，不信谣不传谣，以免使自己一不
小心成为谣言的“扩音器”。

谣言不断来袭

当微信圈没了威信，我们该咋办

□本报记者 李霞/文 李英平/图

葡萄架上，繁密的绿叶中，一
串串刚结的葡萄点缀其中。小道
边，一垄垄蒜苗、青菜等，散发着田
园的清香。花池内，一朵朵姹紫嫣
红的月季花开得正艳……这样一
幅“世外桃源”般的美景，你会相信
它竟然出现在市区一居民楼的楼
顶吗？

这处“世外桃源”位于市区中兴
路湛河桥附近市政公司家属院5号
楼楼顶，是居民利用5年时间精心
打造的。5月 13日，记者见到了这
处“世外桃源”。

旧楼顶变“世外桃源”

从该楼二单元顺楼梯上到500
多平方米的楼顶上，红的花、绿的藤
和树……满眼都是葱绿。这里种着
月季、兰花、长寿花、樱桃树、桃树等
绿色植物及黄瓜、丝瓜、蒜苗等蔬
菜。

高低错落的植物之间，还设有
几个葡萄架，上面是密密的葡萄叶
和刚结的小葡萄。坐在葡萄架下的
小凳子上，一阵凉风吹过，品着香
茶，欣赏着楼顶的美景，让人顿感心
旷神怡。

最吸引人的是那些沿着楼顶边
缘种植的月季花和蔷薇花，有红色
的、黄色的、紫色的、红白相间的，花
朵有的开得正艳，迎风摇曳，有的刚
打了骨朵，像个含羞的少女，还有的
半开半张，娇艳无比……

“我们这里的月季花有21个品

种，尤其是这紫色的，别的地方根本
见不到……”居民黄阿姨介绍说，这
些月季花是楼上一位居民3年前通
过朋友从云南邮过来的，当时它们
很小，茎仅有筷子粗细。如今，它们
早已经长大，今年是开花最多、花朵
最漂亮的一年。

众人花费5年精心打造

坐在葡萄架下的小石桌旁，几
位居民打开了话匣子。54岁的王
子凤指着远处一楼顶堆满建筑垃圾
的居民楼自豪地告诉记者，5年前，
他们的楼顶也是那样，不仅脏乱差，
而且每逢下雨，顶层居民家中总会
漏雨，让人不胜其烦。后来，居民陈
师傅自己出钱，在楼顶铺了沥青，后
来又找来一些土，在楼顶种上各种
花草及蔬菜。陈师傅在楼顶这样一
改造，不仅顶层居民家中不漏雨了，
而且冬暖夏凉，楼顶的环境也变美
了，于是大伙儿纷纷仿效，逐渐成了
如今的样子。

居民白师傅感慨地说，5 年
了，为了打造这片“世外桃源”，大
家可没少下功夫。没有土，大家
凑钱租来小吊车一点点运到楼顶
上；为了给花草蔬菜施肥，大伙没
事就到郊区，找来牛粪、羊粪等；
为了防止楼顶积水渗漏，大家不
仅给屋顶做了防水处理，而且铺
设了排雨管道……

居民休闲好去处

“这里就像我们的植物园，可

以说，我们这里一年四季都有各
种花草，而且有许多果树，结的
果子绝对无污染……”居民盛师
傅笑着说。楼上的这些瓜果蔬
菜归大家共有，平时大家一块儿
种地种花，一块儿欣赏美景，每
逢瓜果成熟，大家还能尝鲜。前

段时间，陈师傅在楼顶种的几棵
樱桃树结了许多樱桃，大伙儿刚
尝罢，再过一段日子，李师傅家
种的桃子也该成熟了，他们又可
以品鲜了。

“这三年来，年年中秋节，楼上
的居民都会一家一个菜送到楼顶，

大家聚在一起团圆。平时没事时，
大家也总爱到这里种花种菜、打牌
聊天。这不，前几天，大家还找来烧
烤炉，买来饮料和羊肉等，聚在一起
烧烤……”居民陈师傅告诉记者，如
今，楼顶已经成了大家休闲娱乐的
好场所。

居民花5年时间精心打造

昔日旧楼顶今变“世外桃源”

市政公司家属院5号楼楼顶的小花园里月季花争奇斗艳，吸引了不少居民前来观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