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信谣、不传谣，我们要学会从权威渠道
获 取 信 息 。 越 是 严 峻 复 杂 的 时 候 ，我 们 越 是
不能自乱阵脚、听风就是雨。20 多天来，源源
不断的生活保障物资，配送不停的快递外卖，
难 道 还 不 能 打 消 囤 货 的 念 头 ？ 一 旦 发 现 病
例，事不过夜的流调管控，难道还不能坚定必
胜 的 信 心 ？ 市 民 的 防 疫 急 难 愁 盼 事 ，每 一 次
都 会 在 发 布 会 上 得 到 回 应 ，难 道 还 不 能 汇 聚
抗疫的正能量？

5 月 12 日，北京市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第 332 场新闻发布会，北京市政府新闻发
言人徐和建表示，当前，北京市社会面仍有零
星散发病例，与疫情较量正处在胶着状态。为
及早发现病毒隐匿传播风险，迅速阻断病毒传
播渠道，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从 5 月 13 日开
始，利用周末窗口期，连续三天在东城、西城、
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等 12 个区开展区域核
酸筛查。

有 关 负 责 人 在 发 布 会 上 特 别 强 调 ，连 续
三 天 有 序 组 织 区 域 核 酸 筛 查 期 间 ，只 是 倡 导
市民减少流动，所谓“封城”“静默”“快递外卖
暂停”都是谣言，市民抢菜、囤购更没必要，整

个 城 市 运 行 保 障 都 不 会 受 影 响 ，社 会 面 将 保
持正常。

至此，坊间流传的所谓“北京将全城静默 7
天”之说不攻自破，少数超市一度出现了小规模
集中采购，很快就恢复了正常。谣传从“降生”
到消亡，只存活了数个小时，北京疫情防控“24
小时处置法则”在信息发布方面凸显了相当的
权威性、公信力。

这已不是第一次出现针对北京此轮疫情防
控的不实传言了。此前，网上曾流传“夜间勿开
窗，全市将进行大面积消毒”的所谓“内部消
息”，北京市卫健委也是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澄
清。遏制新冠病毒传播要坚持“以快制快”，疫
情防控中遏制虚假不实信息传播，也要做到“以
真破假”“以快制快”。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两年多以来，北京疫情
防控信息发布坚持“及时透明”原则，取得了积
极的成效。截至 5 月 12 日，北京共举行了 332 场
新闻发布会，发布会召开的时间也根据疫情走
势做适当调整，各位新闻发布人都依据疫情防
控需要和针对社会普遍关切“随叫随到”。公众
正是从这一场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了北京疫

情的最新形势，获悉了疫情防控的各项政策，学
到了更多抗击疫情的方法。

按理说，各种涉疫谣言或不实传言应该早
就没了市场，但我们不能低估了谣言或不实传
言的“生存能力”。心理学认为，谣言或不实传
言有时是人的心理状态的表达，或者是人的情
绪状态的投射，即使客观证据存在，但人们对周
围事物的理解并不一定会使用客观证据，因此
谣言或不实传言很难“自动”消除，需要权威部
门及时予以澄清或辟谣。

4 月 22 日以来，狡诈的奥密克戎变异株已
在北京肆虐了 20多天，数十个社区、村被封控管
控，区域核酸检测一轮又一轮，然而我们与疫情
的较量仍处于胶着状态，防疫形势依旧严峻复
杂。这段时间，无论是“大白”“小蓝”还是普通
市民，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疫情防控最紧要、最吃劲的时刻，人们心中自
然会产生“何时才能实现社会面清零”“怎样才
能尽快战胜疫情”的一丝丝焦虑。

在这种焦虑的影响下，谣言或不实传言客
观上获得了可乘之机，本来就紧张繁重的防疫
工作难免受到负面干扰——“闭窗”与室内需要

多通风的防疫要求背道而驰，“全城静默”与北
京精准防控的要求南辕北辙。不信谣、不传谣，
我们要保持一份与疫情较量的耐心，做好多轮
筛查，就是要及早发现病毒传播风险，进行封控
管控，就是要切断病毒外溢的渠道。“大白”“小
蓝”再挺一挺，市民群众再宅一宅，胜利的曙光
就在前方。

不信谣、不传谣，我们要学会从权威渠道
获 取 信 息 。 越 是 严 峻 复 杂 的 时 候 ，我 们 越 是
不能自乱阵脚、听风就是雨，不能当天下本无
事却时时自扰的“庸人”。20 多天来，源源不
断的生活保障物资，配送不停的快递外卖，难
道 还 不 能 打 消 囤 货 的 念 头 ？ 一 旦 发 现 病 例 ，
事 不 过 夜 的 流 调 管 控 ，难 道 还 不 能 坚 定 必 胜
的 信 心 ？ 市 民 的 防 疫 急 难 愁 盼 事 ，每 一 次 都
会 在 发 布 会 上 得 到 回 应 ，难 道 还 不 能 汇 聚 抗
疫的正能量？

抗疫必胜的信心、耐心，与全面及时、真实
可靠的权威信息加在一块，必能增强我们每个
人对谣言或不实传言的免疫力，并进一步增强
我们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的决心。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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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涉疫不实传言也要“以快制快”

■栗玉晨

■刘婷婷

据报道，广东一名“职业打假人”蒙某在网
上花费 19.9 元购买了一包“土茯苓干片”，随后
以货品没有农产品标签为由向商家索赔 1000
元。警方调查发现，蒙某专挑简易包装的初加
工农产品下单，在收到快递后，就以“没有合格
标签”“实品与广告效果图不符”“发货超时”等
理由，给商家差评或进行投诉举报，对商家敲诈
勒索。

很多人看到新闻，产生的第一个念头便是，
难道是“职业打假”被禁了？其实并不是这样，
合法合规的“职业打假”，并不在法律打击范围
之列。尽管最高法曾提出“逐步限制职业打假
人的牟利性行为”，但至少从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看，并未禁止上
述领域以牟利为目的的“知假买假”。

最高法《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也作出明确规定，“因食
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
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
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
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此不难看出，
职业打假人还有一定的“操作空间”。

当然，法律不禁止，并不等于职业打假可
以随心所欲，甚至突破“红线”。根据 2021 年
12 月最高法出台的《“知假买假”行为性质认定
类案裁判规则汇总》，明确规定了“知假买假”
的法律边界：索取的赔偿数额超过了法律规定
的合法权益范围或合理范围，或者索赔多次且
数额较大的，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且
在索赔过程中使用欺诈、胁迫等手段的，构成

敲诈勒索罪。
从目前的一些情况看，一些所谓“职业打假

人”之所以撞到了法律“枪口”上，主要有两个方
面：一是没有依据“碰瓷”，也就是“瞎打”，利用
经营者害怕麻烦的心理，要求对方支付金钱；二
是没有事实“栽赃”，也就是“假打”，类似调包食
品、投放异物等手段，向商家大额索赔，都是比
较典型的案例。这些行为都有敲诈勒索之嫌，
不是真正的依法“打假”。

回到这起案件上。关键是查清事实，有关
商品上究竟有没有标签。如果确如店家所说，
商品原来是有标签的，但“职业打假人”却以商
品无标签为由，要求对方给付大量金钱，就涉嫌
敲诈勒索违法，警方对蒙某采取相关措施予以
侦办，也就并无不妥。

翻 看 报 道 ，蒙 某 并 不 是 第 一 个 撞 到 枪 口
上的“职业打假人”。之前，媒体也报道过“成
都 打 假 第 一 人 ”黄 某 栽 了 的 消 息 。 黄 某 发 现
当 地 医 疗 类 广 告 存 在 夸 大 疗 效 ，随 即 指 使 他
人以举报电视台相威胁，向其索要钱财，最后
因为涉嫌敲诈勒索案，被判处有期徒刑 7 年。
对于这些“职业打假人”，眼中可能只看到了

“法律可为我用”，却没有看到，“打假首先要
依法而为”。

职业打假人并非消费者，但打假行为确实
能惠及消费者，而这也是该职业尚存的原因所
在。从名盛一时，到逐渐受到规制，职业打假人
的行为越来越受到法律约束。如果践踏法律肆
意谋取利益，难免付出昂贵代价。

（来源：中国青年报）

涉嫌敲诈的“职业打假”撞到了法律枪口上

记者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近期重庆警方破获一起以
“解债”为幌子实施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的案件，抓获犯罪嫌
疑人 4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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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获非法集资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