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一则“多省
将花一万亿推平黄土
高原”的消息在网络上
不胫而走，持续引发热
议。12月25日，涉事多
省纷纷出面否认“一万
亿推平计划”，终于给
沸腾的舆论浇了冷水。
而这也让大众陷入沉
思，如此传闻究竟从何
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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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亿元真的能推平黄土高
原吗？黄土高原能被改造成五亿
亩良田吗？

黄土高原是中国四大高原之
一，所在地覆盖山西全省、陕西的
中部和北部，以及甘肃、宁夏等省
区的部分地区。“五亿亩”可换算
成约3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黄土
高原面积的1/2以上。要把黄土高
原推平改成良田，必须经过严谨

的科学论证。这不仅涉及黄土高
原形成的原因、历史，还涉及黄土
高原对中国地形地理和地貌作用
的科学认知。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
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分析，目前我
国实行“藏粮于地”战略，重点在
于提高耕地的质量，而非盲目扩
张耕地面积。因此，将黄土高原推
平改造为“五亿亩良田”的做法，

在实操中可能性很低。
此外，今年6月，自然资源部

印发了《关于在经济发展用地要
素保障工作中严守底线的通知》。
通知明确要求：禁止在严重沙化、
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污染严
重难以恢复等区域开垦耕地；同
时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杜绝不顾
农业生产实际，拔苗砍树、填坑平
塘等“一刀切”行为。

“推山造田”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葛延伸阅读

网网上上流流传传的的施施工工画画面面并并不不是是推推平平黄黄土土高高原原，，而而是是建建设设标标准准化化农农田田。。 视视频频截截图图

李梦瑶 报道

段子当了真
官方声明并无此事

“本以为是段子，没想到真有人
当真了。”网友“王政江”看到相关部
门对于“花万亿推平黄土高原”消息
的回应后，不禁感慨。

“看到这个词条和现场视频很
难不去关注。”“王政江”说，他是在
一个好友群里看到的，“多省联动、
巨额资金，‘推平’二字更是瞬间触
动了大家敏感的神经。这意味着，要
将黄土高原这一极具地理特征的区
域彻底改造呀”。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搜索
相关视频发现，该话题视频大多配
着这样的画面：十几台推土机，正在
黄土高原上如火如荼地忙碌着，大量
黄土被铲起、推平；文案配有“打造新
时代的‘塞上江南’”等字眼。此外，这
些视频讲解内容清一色为个人讲述
以及一些历史影像资料，没有任何与
之相关的官方文件或内容。

记者粗略统计，近两日来，相关
视频、话题、关键词在全网浏览量就
达到了百万次。

黄土高原是中国四大高原之
一，所在地覆盖山西全省、陕西的中
部和北部，以及甘肃、宁夏等省区的
部分地区。针对网络上的说法，黄土
高原所在地的相关部门，均表示没
有要推山造地这样的事。

据报道，陕西省委宣传部人士
明确表示，经过排查与核实，陕西省
内并无此类大规模推山造田的工
作，相关政策与之前保持一致。山西
省委宣传部和甘肃省委宣传部也分
别回应称，省内并无相关的行动和
政策。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同样表示，经过查阅，网上流传的相
关视频并无发生在宁夏的情况。

谣言已发酵月余
来源尚无从考证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梳理
发现，有关“花万亿推平黄土高原”
的消息，早在上个月就已经出现了。

11月22日前后，有自媒体在社
交平台发布该主题的文章、短视频。
如，一篇名为《重塑黄土高原：五亿
万亩良田，梦想能否成真》的文章中
称，甘肃和陕西两省正在计划着一
件大事。随后，有关该话题的分析、
评论、短视频在网络上持续涌现，相
关话题更是一度登上热搜，直至最
近两天，被彻底引爆。

一直以来，黄土高原土地开发

利用的相关话题都自带流量。2012
年前后，陕西延安“上山建城”引发
广泛讨论；2021年，有网友通过自
媒体平台发布黄土高原“推山造
田”的假设性文章，同样引起广泛
讨论。

该话题缘何而来？记者联系了
多篇有关该话题的发布者。其中一
位发布者表示，其看到网络上的相
关新闻后，便对该话题展开了讨
论。至于源头在哪，真假如何，该发
布者并未做任何考证。

12月25日，甘肃地区联合辟谣
平台在网站首页公布了“‘花一万
亿推平黄土高原’信息为假”的信
息。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尚未
进行溯源工作，“早期信息是从视
频平台发布的，我们已经进行了辟
谣”。陕西省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
也公布了辟谣信息，有关部门正在
开展谣言散播链条调查。

值得注意的是，多台挖掘机铲
平黄土的视频早在2022年便出现
在网上。该则视频的主题是建设标
准化农田，即通过平整土地，让农

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2022年，陕
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就印发了《关
于印发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行动
方案的通知》，提到要对梯田整体
推进，连片建设。

从事土地整治工作的行业人
士也对视频中的画面进行了分析。
他们普遍认为，类似画面可能源自
两种常见的情况，一是局部地区进
行高标准农田建设，把碎片化的土
地连成片方便机械化耕作；二是占
补平衡作业，平整土地以满足补地
要求。

类似谣言时有流传
张冠李戴博取流量

不过有网友质疑，网络上发布
的有关视频非常逼真，那这些视频
都是哪儿来的，又如何区分谣言
呢？

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副院长钱婕表示，移花接木、张冠
李戴，一直是虚假新闻的主要形
式，而且如今多以短视频的形式出

现，“造谣者往往借助这种模糊不
清的信息，断章取义地发布契合某
种社会心理的内容，博取流量”。

近年来，“移花接木”拼接式的
网络谣言时有流传。2023年，我国
部分地区对辖区内违规占用耕地
种树造林的情况进行纠偏，要求整
改复耕，恢复种粮。一些自媒体就
生造概念，还跟国家此前规定的

“退耕还林”相提并论。
无独有偶，也有自媒体借批评

“水稻上山”蹭流量。如2023年7月，
有自媒体发布视频称，某地开展的

“水稻上山”项目因汛期雨水大，导
致山上种植的水稻被冲毁，损失惨
重。此视频在短时间内广为传播，由
此引发网友对“水稻上山”的质疑。

而实际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朱
有勇研发推广的“水稻上山”技术，
是把“山下水田”的杂交稻品种引
到“山上旱地”种植：“旱作水稻”不
用泡田，不用育秧插秧，也基本不
用浇水灌溉，还能有较好的产量。
最重要的是，“水稻上山”的这些田
本来就有，并非网民质疑的开山造
田、毁林造田等情况。

为打击“移花接木”拼接网络
谣言行为，2023年，中央网信办发
布的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
知，提出“自媒体”发布信息应遵循
真实性原则，要标注信息来源，不
得无中生有，不得断章取义、歪曲
事实，不得以拼凑剪辑、合成伪造
等方式，影响信息真实性。2024年9
月，公安部还公布了打击整治“移
花接木”拼接网络谣言违法犯罪5
起典型案例。

钱婕认为，除了有关部门出台
严厉的政策、加大处罚力度之外，
市民也应该提升信息辨识力，“不
要盲从听信网络的只言片语，在尚
未全面了解信息前，引人注目的内
容不要随意编辑、转发，应通过官
方等正规渠道了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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