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研究显示假新闻传播速度快
是真新闻的6倍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传媒实验室研究人员近
日在一份报告中说，假新
闻在社交媒体的传播速
度是真实新闻的

6

倍，且
假新闻更容易得到转发。

报告发表在美国《科
学》杂志。 研究人员在社
交媒体“推特”选取

12.6

万则新闻，由
6

家独立机
构核实真实性。

研究数据显示，

2006

年至
2016

年底， 这些新
闻共由大约

300

万用户
分享超过

450

万次。以向
1500

名用户传播消息为
标准，假新闻平均传播时
间为

10

小时， 而真实新

闻传播需
60

小时。 与真
实新闻相比，假新闻得到
转发的几率高

70%

。 平
均一条假消息的受众人
数比真实消息多

35%

。

路透社援引研究人
员的话报道，公众之所以
更喜欢分享假新闻，是因
为它更加耸人听闻。 报
告主要作者苏鲁什·沃索
基说：“假新闻的内容与
人们对世界的期望背道
而驰，可能是它更惊人的
原因之一。如果有人制造
谣言， 与大家的预期相
悖，得到转发的可能性会
更高。 ”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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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法便宜而有效
英国一机构建议用编织治病

英国公益团体
“为和平编织” 说，编
织有益健康，或许可以
帮助英国国家医疗服
务系统

(NHS)

节省用于
治疗高血压、抑郁症和
老年痴呆症等疾病的
开支。

这家机构汇总
1.5

万名编织志愿者以编织
有益健康为内容的陈述
以及多篇以编织为内容
的研究报告，得出结论：

编织像瑜伽一样有助于
放松， 减轻关节炎等疾
病导致的长期疼痛，提
升幸福感，降血压，保持
头脑健康，减少孤独感，

令老年人觉得自己对社

会有用。

英国《每日电讯报》

11

日援引“为和平编织”

创建者希拉里·布卢姆
的话报道， 经由这一机
构捐赠手工编织物的志
愿者常常随编织物附上
字条，推介编织的好处，

所以这家机构“决定作
研究”，探寻究竟有哪些
好处。

英国国家医疗服务
系统每年为治疗高血
压、抑郁症、老年痴呆症
和长期疼痛花费巨额费
用。 依照“为和平编织”

的说法， 编织或许是便
宜而有效的疗法。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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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2

日，

江西省吉水县
中心幼儿园的
小朋友在公园
里为刚栽种的
树苗浇水。 当
日是植树节，

全国各地开展
各类植树活
动， 人们行动
起来植树添
绿，美化环境。

新华社发
廖敏摄

●

兹有陈晶晶的护士职业证书（证号：

200841133096

），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

兹有田建丽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证号：

411502615296016

），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

兹有信阳市恒广包装彩印有限公司财务专
用章壹枚，法人胡信直私章壹枚，因不慎丢失，特
声明作废。

●

兹有熊一鸣
2010

年度护士执业资格考试
成绩合格证明，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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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丽中国添新绿
———第40个植树节巡礼

新华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
3

月
12

日是我国第
40

个植树节。

拿起水桶、铁锨、树苗，各地干部
群众积极参加春季义务植树活
动，为美丽中国添新绿。

栽的桃树能观赏还能脱贫
在重庆万盛经开区关坝镇

凉风村植树现场，数百名干部群
众分工协作，挥锹铲土、填入树
坑、堆起围堰、提桶浇水，一派热
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全国农业劳
动模范犹邵华也参与到植树活
动中，

100

余株桃树苗在大伙儿
的共同努力下迎风而立。

“我们栽的这个桃树， 春天
可以看花，夏天可以品果，能够
带动老百姓增收，也响应了乡村
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的要求。 ”犹
邵华说。

在三峡库区万州区，当地组
织开展“长江生态屏障绿化提升
行动”万亩植树活动，将义务植
树活动与脱贫攻坚、发展乡村旅
游进行有机结合。 在树种选择
上，尊重当地群众意愿，因地制
宜选择经济林和彩叶林，共植树
80

余万株，其中栽植佛手、尤力
克柠檬、 李子等经济林

60

余万
株，栽植红梅、桂花、柏木等生态
林

20

余万株。

在三峡库区尾端的江津区，

1.39

万余名干部群众在
264

个
场点同步植树，种下桂花、黄葛
树、桉树、杉树等树木

7.58

万余
株，为当地

980

亩土地再添蓬勃
生机。今年江津区将启动国土绿
化提升行动，实施长江防护林三
期工程，开展农村“四旁”植树，

计划全年营造林
15.5

万亩。

绿树多了风沙明显少了
“现在政府很重视生态，老

百姓很愿意干绿化工程，每天收
入

120

到
150

元。看着乡村周边
的树越来越多， 我们心情也好，

最近
5

年风沙明显少多了。 ”昌
果乡村民格桑说。

进入
3

月以来，西藏河谷地
带气温逐渐升高，雅鲁藏布江南
北两岸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植树
活动。

12

日，位于雅鲁藏布江北
岸的贡嘎县昌果乡昌果村迎来
了全年中规模最大的植树活动，

村民热情高涨。

村民们分工明确，一棵棵榆
树、 旱柳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
起。 这一造林绿化工程，建设规
模

8700

多亩，共投资
2800

余万
元，共需树苗

74

万株，于
3

月
6

日开工建设， 目前已完成
500

亩，预计
4

月中旬全部完成。

今年西藏力争完成造林
110

万亩以上，将继续实施“两
江四河”流域造林绿化及拉萨周
边造林绿化等重点工程，重点抓
好拉萨绿色围城、 林芝森林城
市、山南和日喀则机场快速通道
绿化以及那曲高寒植树造林试
验等工作。 同时，当地还与新农
村建设相结合，通过农民在房前
屋后、河旁湖旁、渠边路边、零星
荒地开展植树活动。

石漠化山区披“绿装”

“今天种了好几棵树， 胳膊
都有点酸了，但能为南宁增添一
抹绿色都是值得的。以后会经常
过来看看，期待它们长得更加美
丽。 让环境变得更靓，每个人都
有责任，都要尽一份心、出一份
力。 ”南宁市民朱惠英说。

春日暖阳下， 南宁市
1000

多名干部群众手握铁锨、肩扛树
苗，来到邕江畔青秀山附近的一
片山坡上，铲土培土、围堰浇水，

细心种下了一棵棵树苗。

石漠化被称为“地球癌症”，

是我国西南岩溶地区严重的生
态痼疾。但广西天峨县经过大规
模植树造林，昔日石漠化山区逐
步披上“绿装”。天峨县林业局负
责人说，几年间通过大规模人工
植树造林，目前全县森林覆盖率
超过

84%

，土壤水源涵养能力大

幅增强。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
环境”， 这一观念在广西深入人
心，各地“爱绿、植绿、护绿”蔚然
成风。 “‘十二五’以来，每年广西
各地义务植树近

1

亿株。 ”自治
区林业厅国土绿化处处长黄周
玲说。

宁肯治沙累死也不让风沙欺负死
旭日东升，广袤的毛乌素沙

地从晨曦中醒来。噔、噔、噔……

53

岁的殷玉珍步履矫健， 一鼓
作气爬上

10

多米高的望台。

举目四望，林海起伏，松涛阵阵。

“到底是我把风沙治住了！ ”殷玉
珍高兴地说。

1985

年，殷玉珍嫁到内蒙古
乌审旗无定河镇萨拉乌苏村，这
里地处毛乌素沙地南端，新房是
一处半截埋在沙里的“地窨子”，

方圆十来里只有他们一户人家，

沙海茫茫，简直是不毛之地。

“这辈子宁肯治沙累死，也
不能让风沙给欺负死。 ”

30

多年
风雨寒暑， 钢钎磨短了

1

尺多，

夫妻两人
1

年穿破
10

多双鞋，

终于播下近
6

万亩绿洲，累计植
树

200

多万棵。

“现在生态好了， 得想方设
法富起来。 ”全国劳动模范、“三
八红旗手”、 全国治沙标兵……

老劳模殷玉珍现在又有了新梦
想，开始了从沙海播绿向沙里淘
金转型的新探索。 进入

3

月，殷
玉珍和丈夫白万祥就忙开了，

100

多亩桃、杏等果树得抓紧剪
枝； 今年计划要种植

5000

亩油
松、樟子松和文冠果……

殷玉珍的治沙成就， 只是
多年来内蒙古自治区生态持续
改善的一个缩影。 进入

21

世纪
以来， 内蒙古的森林面积和蓄
积量连年“双增长”，全区森林
面积已经增加到

3.73

亿亩，进
一步筑牢我国北疆重要的生态
安全屏障。

植树添新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