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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豆汤包治百病”“杨梅有虫太脏不能

吃”……许多网友对此类谣言并不陌生。“造谣

一张嘴，辟谣跑断腿”，目前不少平台和网站积

极开展权威辟谣、科普传播等工作。专家认为，

打击网络谣言，让虚假信息没有生存空间，有利

于保障网民合法权益、维护网络传播秩序、营造

清朗网络空间。

为博眼球夸大其词

网络技术飞速发展，各类门户网站、网
络论坛、视频平台等应运而生。许多网民在
社交平台上注册账号，建立网络自媒体，表
达个人观点。其中，部分用户充分发挥在某
一领域的知识储备优势，对相关话题进行科
学、理性、专业的解读，涌现了一批优质原
创内容，为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社会正能量
做出了贡献。

在优质 UGC （用户原创内容） 受到广泛
欢迎的同时，也有一批缺乏专业知识储备、
盲目追求流量的内容生产者，通过注册社交
平台账号，依据自然周期、实时热点等因
素，编造虚假信息，传播时令谣言。

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日前根据网上
数据监测和网民举报，对近期网络谣言的特点

和危害进行了梳理分析。结果显示，近期谣言
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时令性特征。例如，随着
全国多地出现高温天气，“红绿灯遇高温熔化”
等谣言博人眼球，“杨梅有虫太脏不能吃”“吃
西瓜感染病毒”等夏季食品安全类旧谣“卷土
重来”。上述谣言往往捕风捉影、耸人听闻，抓
住季节时令特点，利用夸张标题，行流量营销
之实，利用公众认知盲区反复传播，制造焦虑。

有专家认为，网络谣言的产生有多方面原
因。一方面，互联网的即时性使谣言传播范围
更广、扩散速度更快，许多消息能在几小时内
传遍全网。另一方面，网络的匿名性、低门槛、
开放性使各种消息都能得以传播。

阻断虚假内容传播

有关部门已出台多项政策措施，开展各
类专项整治行动，从信息生产到分发的全过

程遏制时令谣言的传播。今年 3 月 17 日，国
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要严肃追究网上
谣言信息发布传播的相关方责任，建立溯源
机制，对首发谣言信息的平台和账号加大惩
处力度。发挥“黑名单”作用，对多次发布传
播谣言信息的账号主体予以严厉惩戒，全网
禁止注册新账号。对情节特别严重的，要移
送有关部门依法追究责任，绝不能让网络成
为传播谣言的法外之地。要建立健全治理网
络谣言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部门协同，压实
平台主体责任，完善监测、发现、辟谣、处置全
流程工作规范。

8月1日，《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
（简称《规定》）正式实施。《规定》提出，对于互
联网用户申请注册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
网络出版服务等依法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互
联网信息服务的账号，或者申请注册从事经
济、教育、医疗卫生、司法等领域信息内容生产
的账号，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要求其提
供服务资质、职业资格、专业背景等相关材料，
予以核验并在账号信息中加注专门标识。业内
人士指出，这是给发布相关领域的自媒体设置
了准入门槛，有助于筛选并清理专业缺失、哗
众取宠、编造谎言、内容虚假的自媒体运营者。

专家表示，在谣言治理的精准识别、溯
源、阻断等方面，人工处理必不可少，此
外，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应
用，有利于形成“广泛汇聚、科学解读、矩阵传
播、源头阻断”的辟谣机制，应在技术辟谣方
面下足功夫。

提升信息辨别能力

最大限度地减小时令谣言造成的危害，还
需要网民不断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增强识别
事实与谣言的判断能力。中国未成年网民已
达 1.83亿，60岁及以上老年网民规模也有 1.19
亿。专家认为，未成年人尚未完全形成准确
的判断力，而老年人又受制于“数字鸿沟”，
在面对谣言时，这两类人群的媒介素养较难
对网络内容的真实性做出准确判断。

“媒介素养是全媒体时代要求全民必须
具备的基本能力。”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
院教授杨志平说，有些网民缺乏必要的判
断、甄别能力，让一些具有煽动性、针对
性、周期性的谣言有了传播空间。面对庞杂
的互联网信息，网民应进一步提高媒介素
养，学会对网络信息特别是自媒体发布的信
息进行分析、判断、选择，接收准确、理
性、科学的有效信息。守住法律底线，约束
个人行为，不信谣、不传谣，是阻断网络谣
言的好办法。

依法打击网络谣言，建设良好网络生
态，还需要执法机关、职能部门、互联网平
台企业等多方共同行动、齐抓共管。执法机
关需要严格依法履职，加大对网络违法犯罪
的打击力度；相关部门应根据各自的职能和
分工，加大监管力度；互联网平台企业须守
好“责任田”，严格规范使用者发布、转发信
息行为，当好网络生态的安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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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鹏作 （新华社发）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

是我在想你……快放下戒心，把存款统

统转移，爱就是有我常烦着你……”一位

警察扮演骗子，用朗朗上口的流行歌曲

旋律，唱出了“杀猪盘”的种种“套路”。前

段时间，上海市公安局在新媒体平台上

发布的短视频《反诈版爱你》刷屏了，网

友留言称：“用这么亲民又易懂的方式普

及反诈信息，警察叔叔有心了。”记者了

解到，各地各部门充分利用各级全媒体

平台，发挥其传播速度快、受众面广的优

势，深入开展网络普法工作。

网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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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矩阵每天推送信息数万条

“女子当街遭陌生男子拖拽，路人制止致施暴者轻伤
一级，要担责吗？”“去年我与一家教育机构签了培训协议，
招生老师承诺保证让我拿到证书，结果我没考过，发现合
同上也没写明这一条，这种行为属于欺诈吗？可以要求退
款吗？”……登录司法部的智慧普法平台，各种普法知识
跃然眼前，既有以案说法的法治新闻汇编，也有针对网
友提问的精准解答，还有不少动漫、微视频形式的法律
小知识，形成了网络普法的重要阵地。

司法部普法与依法治理局副局长杨金宇介绍，全国
普法办建立智慧普法平台，整合 6000多家新媒体，组成
全国普法新媒体矩阵，每天推送信息数万条，这些内容
受到网友的喜爱与点赞。近两年，司法部、全国普法办
在全国持续组织开展“疫情防控、法治同行”专项行动，编

写有关疫情防控的法律知识电子书，在全网发布专题宣
传挂图，连续发布 29 组 300 多篇典型案例，引导全社会
依法行动、依法办事。司法部还会同有关部门以“美好生
活·民法典相伴”为主题，组织开展民法典宣传月活动，
编写民法典通俗读物，创作民法典公益广告、短视频等
优质普法产品，开展民法典知识竞赛等，推动民法典走
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网络空间已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互联网成
为普法创新发展的重要平台。有专家表示，网络空间不

是法外之地。树立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
理念，培育全社会的法治信仰，这个要求既适用于“线
下”，也适用于“线上”。因此，网络普法的重要性、紧迫
性不言而喻。

双向互动引来网友积极参与

在网上，富有新意的普法宣传内容不少。上海市公
安局政治部宣传处网络宣传科副科长谢辰阳告诉记者，

考虑到大家的网络使用习惯，上海市公安局从 2018 年
起陆续在短视频平台开设账号，通过短视频的形式普及
法律。

“我们将网络热点与公安工作相结合，根据高发案件
策划普法内容，有原创的防范类视频，有民警开展警务
工作的纪实类内容，也有温暖的救助故事，最终目的都
是希望网友看过之后能提升法律意识，做好自身防范，
减少损失。”谢辰阳说，“警民直通车上海”这一账号已在
抖音平台发布了2200多条内容，点赞量超过6000万，快
手平台的点赞量超过 8000 万，起到很好的普法传播效
果，而且变单向灌输为双向互动，激发了网友参与法治
教育的积极性。

除了运用新技术、新媒体，做好分众分层传播和精
准引导也是网络普法的重要方法。广东省深圳市大鹏新
区政法办公室近日联合大鹏新区教育和卫生健康局积极
探索“新媒体＋普法”模式，通过线上普法课堂，为700余
名学生送上“青少年普法套餐”。围绕“加强未成年人保
护，反对校园欺凌”主题，讲师结合电影 《疯狂动物城》
片段，引导学生区分“恶作剧”和“欺凌行为”，用简单易
懂、形象生动的语言教导学生们勿做恃强凌弱的施暴
者、呐喊助威的附和者、忍气吞声的受害者。在宪法与
民法典普法课堂上，讲师以 《威尼斯商人》 为素材，穿
插鲜活案例，生动讲解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民法
典基本原则等知识，让看似艰涩难懂的法条更加贴近青
少年、更好融入课堂。

夯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

网络法治宣传教育是依法治网的长期基础性工作，
是推进网信事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记者注意到，2021年11月，《网信系统法治宣传教育第
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印发，提
出到 2025年，网络普法工作协调机制更加健全，网络普法
工作大格局全面形成；网络普法针对性、实效性明显提高，
网民法治素养和法治意识显著增强，青少年网民网络法治
素养不断提升；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和行业自律有效落实，
网络治理效能和治理水平实现新提升；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更加完善，网络空间厉行法治的自觉性、积极性、主动性显
著提升；全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氛围更加浓厚，网络法治
成为社会共识和基本准则，广大网民在互联网发展中享有
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央网信办日前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全国“八
五”网络普法工作推进会，对深入推动实施全国网信系统

“八五”普法规划和进一步做好 2022年网络普法工作作出
具体安排、提出明确要求。

有专家表示，全民普法守法，是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
性工作，必须落细落实“八五”网络普法各项措施，不断夯
实“谁执法谁普法”等普法责任制。此外，网络普法工作要
在针对性和实效性上下功夫，把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
问题作为普法重点，从群众日常生活入手，不断丰富普法
内容、创新普法形式、拓宽普法渠道，让网络普法接地气。

法律问题在直播间里找答案

网络普法，亲民易懂接地气
本报记者 叶 子

智慧水产养殖场由圈形池、循环水池、排污池、循环水设备和增氧设备组成，主
要养殖鲈鱼、鳜鱼、黄颢鱼、南美白对虾等中高档鱼类，池内水体、水质、水温可以
作相应调节，让鱼群适应激烈的竞争环境，能一直保持规律进食、定量抢食、快速游
动、有病早防的自律警觉亢奋状态。图为在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龙井村智慧水
产养殖场内，饲养员给鲈鱼投喂特种饲料。 石濡华摄 （人民图片）

智慧养鱼效率高

本报长春电（记者孟海鹰）直播经济
已成为助力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加
强网络直播行业诚信建设及规范管理、建
立信用评价体系，是促进行业良性发展的
重要举措。在吉林省长春市日前举办的
第二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上，《网络直播主
体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团体标准（简称“团
体标准”）发布。

据悉，该团体标准旨在规范网络直
播主体行为、建立健全标准体系，是在
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委、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等相关部门单
位指导下编制，以 62 份法律法规及监管
部门文件为依据，主要内容包括适用范
围、网络直播主体信用评价的原则、评
价主体要求、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和评
价程序六个方面。

适用范围为网络直播平台对网络主

播、直播间运营者的信用评价，相关行
业组织及第三方机构对网络主播、直播
间运营者的信用评价可参照使用，虚拟
主播的信用评价也可参照使用。指标体
系包含网络主播、直播间运营者等两类
信用主体的信用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规
定信用分满分 1000 分，根据信用分划分
出5个信用等级。团体标准评价的结果可
应用于平台对直播主体开展分级管理，
为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以及第
三方机构对网络直播主体评价和分级分
类监管提供参考与支持。

据悉，下一步，相关主管部门将建
立试点示范区，依照团体标准对网络主
播、直播间运营者进行信用评价，完善
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引导和促进网络直
播主体依法履行主体责任，促进网络直
播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网络直播主体信用评价团体标准发布

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刑警大队反诈一中队与十六里河派出所民警来到秀泉社区直播间，在社区书记配
合下开展“线上”反诈宣传。 郝鑫城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