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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中国

维护互联网用户权益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公布2022年网络
“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成绩单”，一项项数据见
证“清朗”行动的突出成效。数据显示，2022
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共组织开展 13 项

“清朗”专项行动，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
5430余万条，处置账号680余万个，下架APP、
小程序2890余款，解散关闭群组、贴吧等26万
个，关闭网站逾 7300 家，对网络戾气、网络暴
力等网民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重拳出击，有力
维护了网民合法权益。

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的网络空间是广大互
联网用户的共同期盼，也是管网治网的重要目
标。互联网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诸多便利，也
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给网络治理带来新的挑

战。在 2023 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中，围绕
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制约治理成效的难点，开展
一系列专项整治工作，主要包括：整治“自媒
体”乱象；打击网络水军操纵信息内容；规范重
点流量环节网络传播秩序；优化营商网络环
境，保护企业合法权益；整治生活服务类平台
信息内容乱象；整治短视频信息内容导向不良
问题；整治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网络
戾气。

“优化营商网络环境，保护企业合法权
益”专项行动深入清理处置涉企业、企业家虚
假不实和侵权信息，打击恶意炒作行为，依法
查处侵害企业、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网站平台

和账号。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
院副院长史宇鹏认为，优化营商网络环境对
于净化网络环境、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稳定企
业家队伍的发展信心具有重要意义，为企业
聚精会神干事业、心无旁骛谋发展营造良好
的网络舆论氛围，有利于促进中国整体营商
环境进一步优化。

专家认为，今年的“清朗”系列专项行动覆
盖网络生态重点领域、重点环节，涉及面广，针
对性强，更加注重网民关切。此外，有关部门
更加注重治理创新，进一步发挥规则制定、技
术升级、功能调整、产品优化等创新手段在管
网治网中的关键作用。

重点整治网络乱象

现在，短视频、直播等平台发展得如火如
荼，打赏、带货等模式逐步出现。但同时，虚假
低俗内容充斥网络、算法强行推送让人反感等
问题也随之而来。如何维护好亿万网民的精
神家园，推进相关平台持续健康发展，是摆在
网络生态治理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不久前，湖南省衡南县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约谈属地存在低俗、媚俗、庸俗“三俗”问题的
网络主播罗某、唐某。经查，两名属地网络主

播在直播过程中有低俗谩骂、污言秽语、行为
低俗等“丑、怪、劣”违规行为，以此博眼球，吸
引网民围观。这种行为违反了《网络信息内
容生态治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严重扰乱
网络直播和短视频传播平台秩序，造成了恶
劣的社会影响。

在去年部署开展的“清朗”系列专项行动
中，打击网络谣言、整治网络直播和短视频领
域乱象等正是重点难点，备受网民关注。

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网络
社会组织联合会和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去年曾
联合直播平台发布行业自律公约，着眼于自
身发展，强调推动各方规范自律。中国演出
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认为，在网络
直播强化监管引导下，直播平台正以有效自
治力量，创造出更加清朗干净、竞争公平的市
场环境，网络直播的健康发展与传播优势日
益显现，直播间为传统舞台艺术线上线下传
播创造了更多条件。

坚持依法治网

业内人士指出，网络空间治理是一项系
统性工程，清除有害信息、根治顽瘴痼疾很难
毕其功于一役，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需
要企业履责、政府管理、从业者自律、社会监
督等多方合力。

与此同时，新技术新应用为互联网蓬勃
发展提供了新动力，但也给互联网治理带来
了难题。中国坚持依法治网，持续推进网络
空间法治化，推动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
运行。

“中国积极推进网络立法工作，不断完善
相关法律制度规范，为推动互联网持续健康
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认为，网络空间治理是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缩影”，
积极推进网络立法，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规
范，有利于为推动互联网持续健康发展筑牢
法律屏障。

《新时代的中国网络法治建设》白皮书中
有关内容显示，自1994年接入互联网以来，中
国已制定出台网络领域立法140余部，基本形
成了以宪法为根本，以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为依托，以传
统立法为基础，以网络内容建设与管理、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等网络专门立法为主干的网络
法律体系。

在数字时代，面对新型网络治理难题，离
不开一支专业的网络法治人才队伍。“网络法
治教育、网络法治人才是建设网络强国的重要
支撑和创新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
所网络与信息法研究室副主任周辉建议，可以
组建网络法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团队，提升网络
法治研究能力，加强人才培养，为网络法治建
设持续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企业履责、政府管理、从业者自律、社会监督等多方合力

让网络空间更加清朗
本报记者 孙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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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农找到致富“金钥匙”

在江苏省泰兴市，江源农牧有限公
司董事长余承波正指挥工人紧锣密鼓地
投放蟹苗。据悉，因为江沙和水草的缘
故，泰兴原来不适合养蟹，但在上海海洋
大学专家的科学指导和现代化技术、智
能设备的帮助下，这里不仅解决了养蟹
难的问题，还让泰兴江沙蟹实现了标准
化养殖。

余承波说：“以前我们养蟹全凭经
验，现在依靠智能化设备监控水质。从
人工喂料到采用无人船、无人机进行投
喂，实现了河蟹的标准化养殖。”

依靠产学研融合发展，专家和蟹农
们一路攻关，突破高沙土养蟹的技术瓶
颈，找到了在泰兴养蟹的窍门。2020年
12月，泰兴江沙蟹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
标志登记，成了当地特产。如今，泰兴江
沙蟹已是产值超4亿元的富民产业。科
技让这片原本不适合养蟹的地方成了著
名产区，也让当地蟹农找到了致富的“金
钥匙”。

泰兴江沙蟹的成功说明，发展智慧
渔业，可以有力促进渔业转型升级。传
统水产养殖高度依赖人力、经验，存在靠
天吃饭、风险难控等问题，需要依托新技
术尤其是智能技术实现降本增效。国家
数字渔业创新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大学
教授李道亮认为，传统渔业生产状况已
经跟不上信息时代发展的要求，渔业产
业的提质增量成为渔业管理者首先要考
虑的事情。

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春江说：“传统养
殖方式面临土地和水资源短缺、养殖空
间压缩、水环境污染等问题，发展智慧渔
业则是传统生产方式向精准高效绿色方
式转变、过度依赖人工向以机器为主转
变、主观经验判断向大数据智能决策转
变的过程，是推进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速渔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和有
效途径。”

助力渔民走向远海

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被誉为中国的
“鲍鱼之乡”，在过去，连江渔民主要是在
近海养殖鲍鱼，由于养殖密度过高导致
水质污染、病虫害频发，这些问题像石头
一样压在渔民心上。

走向远海，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出
路。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依靠深远海
鲍鱼养殖平台。于是，“福鲍 1 号”应运
而生。据悉，“福鲍 1 号”是福建研发的
国内首个同时也是最大的深远海鲍鱼养
殖平台，4 年前投入使用。“福鲍 1 号”分
为三个部分，水上部分高度约8米，包括
起吊装置和浮在水面上的操作平台；水
下部分包括浮体和养殖笼。鲍鱼们的

“房间”分布在水深 8 米左右的深海里，
这样的深度能确保品质。

深远海养殖不仅要有坚固的平台，
还要有更高水平的养殖技术和管理能
力。为此，“福鲍1号”配置了水质监测、
自动增氧、远程数据传输系统等设备，有
了这些科技手段助力，渔民们在岸上通
过手机就可以实现鲍鱼的智能养殖。

福建中新永丰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永寿说，在机械化、数字化、智能化技
术的赋能下，许多渔民养殖鲍鱼变得既
轻松又高效。通过几年的探索，连江在
科技化、产业化、品牌化方面已经探索
出了一条深远海养殖的新模式。从渔排
到大型机械化平台，从近海到远海、深
远海养殖模式为连江的渔业打开了更广
阔的发展空间，也为他们带来了更多发
展机遇。

新技术融入水产养殖

首届文昌国际智慧渔业发展论坛
日前在海南省文昌市举办。“第一批入
园的11家企业项目已动工建设，其中渤
海水产对虾种苗繁育项目、蓝海观赏鱼
繁育项目、禄泰对虾种苗繁育项目、鲲
诚石斑鱼循环水养殖项目等9个项目已
投产。”文昌市副市长韩亮从技术等方面
介绍文昌市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的
发展优势。

专家认为，建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
是探索海洋渔业现代化转型的方式之
一。目前，国家把海洋渔业作为现代农

业和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步构
建生态良好、生产发展、装备先进、产品
优质、渔民增收、平安和谐的智慧渔业发
展新格局。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
意见》提出，建设现代海洋牧场，发展深
水网箱、养殖工船等深远海养殖。业内
人士指出，这既是推动海洋渔业向信息
化、智能化、现代化转型发展的重要契
机，也是实现这一转型发展的有力举措。

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助力水产养
殖和渔业智慧化发展的相关政策，并提
出了具体的方向和目标。《数字农业农村
发展规划（2019—2025年）》在“加快生产
经营数字化改造”中提出要“渔业智慧
化”发展。农业农村部等10部委出台的

《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
若干意见》提出“鼓励深远海大型智能化
养殖渔场建设，引导物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水产养殖生产
深度融合”。专家认为，应大力发展深海
养殖装备和智慧渔业，推动海洋渔业向
信息化、智能化、现代化转型升级。

科技赋能，高效优产，产业发展

“汗水渔业”变“智慧渔业”
本报记者 杨俊峰

一套智慧养殖系统快速

检测海水的各项数据指标，

一部手机能实时查看鱼群活

动状况，仅需几人就可以养

殖上百吨大黄鱼……如今，

渔业不断升级，更具有科技

含量。不少地方依托数字化

智能设备，创新水产养殖模

式，让渔业生产变得越来越

“聪明”。渔民也在积极学习

创新，用科技赋能渔业，从靠

经验变为靠数据，从“汗水渔

业”向“智慧渔业”转变。

搭载自动监测、投喂、洗网等设备的大型深远海智能网箱平台“经海005号”在山
东烟台长岛海域安装成功，助推当地渔业转型升级。 唐 克摄 （人民图片）

本报石家庄电（记者史自
强） 河北省近日出台《河北省
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
设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明确，河北将把数字技术
广泛应用于政府科学决策和管
理服务，构建数字化、智能化的
政府运行新形态，以数字政府
建设引领数字河北高质量发
展，为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提供有力支撑。

根据《意见》，到 2025 年，
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
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
政务运行、政务公开等政府履
职领域业务基本实现数字化、
智能化。云、网、数据、共性应
用支撑能力明显增强，河北省
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初步
建成。到 2035年，以数据要素

驱动的现代化数字政府体系
更加成熟完备，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
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
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数
字政府基本建成。

据悉，河北将全面提升政
府数字化履职效能。建立全省
宏观经济发展基础数据库、加
快构建经济运行主题数据库、
加快建设一批行业专题数据
库，强化全省宏观经济运行监
测分析。同时，将创新数字化
监管方式，深化“互联网+监
管”系统建设，充分运用非现
场、物联感知等新型监管手段，
对接各行业专业监管系统，强
化监管行为、结果、对象等基础
监管数据汇聚共享，实现重点
领域全链条数字化追溯监管。

天津市河北区依托区内特色名人故居文旅资源，利用
AR（增强现实）、多媒体等科技手段，让历史文物“活”起来，
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的交互体验。图为在河北区的梁启超纪
念馆内，游客使用智能设备进行AR互动。

新华社记者 孙凡越摄

河北加强“数字政府”建设

AR让历史文物“活”起来AR让历史文物“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