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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期 一 些 违 法 违

规、失德失范艺人的营

销号在小红书等网络平

台十分活跃，引起许多

网友不满。专家认为，

网络平台不能唯流量

化，必须承担其平台的

社会责任，同时需要进

一步明确法律规定，抵

制违法失德艺人“曲线

复出”。

在北京，始建于1452年的隆福寺，正在成为集剧场、美术馆、共享办公区于一体的文化新空

间，提供创新的文化内容和多元的城市文化生活方式；在西安，位于曲江新区的“长安十二时

辰”街区，通过给现实空间注入相关影视元素，打造由“热门剧集+沉浸式娱乐+主题餐饮+国潮

产品”组合而成的新消费综合体；在深圳，位于龙岗区的甘坑“客家小镇”，依托特色客家文化资

源，推出了一系列内涵丰富的文旅项目……

随着数字技术全面赋能文化产业，一批文化新业态应运而生，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促

进了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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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任沁沁、熊丰） 记者
从日前举行的公安部新闻发布会获悉，公安部积
极构建“打防管控”一体化的网络安全综合防控体
系，严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切实维护国家
网络和数据安全，取得了显著成效。

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副局长李彤介绍，近年
来，公安部聚焦防范化解各类网络安全重大风险隐
患，以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重要网络和大数据
安全为重点，深化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制度和数据安全保护制
度，全面加强网络安全防范管理、监测预警、信息通
报、应急处置和侦查打击等各项措施，积极构建“打
防管控”一体化的网络安全综合防控体系，有力维
护了我国网络空间安全。

具体做法包括：持续深化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制度，筑牢网络安全基石；深入推进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工作，全力保障经济社会正
常运转；强化落实数据安全保护工作，为数字
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全面加强网络安全监测预
警和通报处置，构建完善通报预警体系；持续
开展网络安全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工作，筑牢
网络安全防线；严厉打击危害网络和数据安全
违法犯罪活动，切实维护网络秩序和群众网络
权益。

据悉，2022 年，公安机关深入推进“净网
2022”专项行动，侦办案件 8.3 万起，抓获一大批
犯罪嫌疑人，切实维护网络秩序和群众合法利
益。下一步，全国公安机关将统筹推进网络安全
综合防控体系建设，持续保持对网络违法犯罪活
动的高压态势，不断提升网络安全保障能力水
平，切实维护国家网络和数据安全，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保驾护航。

层出不穷的文化新业态，正成为人们
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西北湖旁，花
园道艺术商业街内，一家家个性十足的“网
红”店铺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市民。这个曾经
的中南汽修厂一度破败不堪，而今，当地
通过改造，将过去的厂房改造成了艺术文
化商业街区，成为武汉引领时尚、创意潮
流的一个地标。

在北京，很多人来到“发现·北京中轴
线”展览，通过虚拟现实互动，登临虚拟钟
鼓楼，远眺南北中轴线，并且通过 50 余张
数字卫星照片直观感受北京中轴线与北京
城市空间的发展变迁。观众面对如此场
景，不禁浮想联翩。有网友看完后感慨：

“很震撼！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
新业态带来的新体验，正成为文化、

旅游等发展的新引擎。以沉浸式业态为
例，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今年以来，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加
速回暖，沉浸式业态跑出了加速度，成为
培育新型业态、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力量。

面对方兴未艾的文化新业态，越来越
多年轻人正参与其中，为人们生产更多更
好的文化产品。不管是依托区块链技术实
现的“国家宝藏”数字藏品，还是利用3D打
印技术生产的各种“国宝级文物”相关文创
产品，都吸引着年轻一代的参与热情，许
多人主动成为传统文化工作的后备军和新
生力量。

▶ 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保护团队图
像处理人员在拼接壁画图像。

新华社记者 陈 斌摄

保持强劲增长态势，满足人们精神需求

文化新业态精彩纷呈
刘少华 邱雨潇 李飞裴

公安部积极构建网络安全综合防控体系

近日，江苏省海安市教师发展中心附属小学开展“科技引领未来”暑期主题实践活动，组织学生来到
海安市科普馆参观体验，让孩子们提高科学兴趣，增长科普知识。图为该校学生在海安市科普馆体验虚
拟现实等技术。 翟慧勇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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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市科普馆参观体验，让孩子们提高科学兴趣，增长科普知识。图为该校学生在海安市科普馆体验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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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首钢园，由“储料仓”改造而成的瞭仓数字藏品博物馆（又称瞭仓艺术馆）基于扩展现实技术，用
沉浸式光影展讲述永定河文化故事，并与其他博物馆合作，将文物以数字化模型形态进行展示。图为位于北
京的瞭仓数字藏品博物馆内，观众在一间展示永定河传说的展厅里拍照。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摄

影响风气，网友不满

通过“阴阳合同逃避监管”，采取各
种手段偷税漏税；侮辱英雄先烈，公
然歪曲历史；吸毒、酒驾、醉驾、涉
嫌性侵……一些艺人违法失德，影响
良好社会风尚。“艺人违法失德对社会
尤其是对青少年有消极影响，失德艺
人‘杀’回演艺圈，更是不良的示范。”网
友张先生说。

早在 2014 年，广电总局就下发相
关通知，把“有吸毒、嫖娼等违法犯罪
行为者”参与制作的电影、电视剧、电
视节目、广告节目、网络剧、微电影
等，都列入暂停播出范围。近年来，
不少专项整治行动也把违法失德艺人
作为整治对象，相关部门多次强调禁
止违法失德艺人转移阵地复出。

然而，随着自媒体、网络平台的
快速发展，仍时有违法失德艺人出镜
发声的试探行为，想通过营销号借网
络平台“曲线复出”的大有人在。比如

有偷税漏税数额特别巨大的某艺人频
繁“露脸”小红书平台，不少营销号发
文推广，语言极尽吹捧，网友不满竟
被怼“偷税怎样，倒霉被抓了而已”，网
友向平台举报也无改观；有涉毒艺人
仍在平台上出镜直播带货，赚得盆满
钵满；还有被“列入网络主播警示名
单”的艺人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新歌预
告，企图重回大众视野继续“捞金”。

平台责任是关键一环

如何从根本上堵住违法失德艺人
的“曲线复出”？平台责任是关键一
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各大网络平台
已经成为明星艺人、网红主播等宣传和
表演的重要舞台。网络平台及企业在
防范劣迹艺人复出方面，必须承担相应
的责任。

在相关的治理活动中，平台主体
责任越来越被重视。比如中宣部印发
的《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
通知》要求压实平台责任，打击流量至
上，维护行业良好生态，对发现不及
时、管理不到位的网站平台按照相关
规定进行处罚。

随 着 平 台 治 理 日 益 进 入 公 众 视
野，人们期待平台落实相关政策要
求，在此类治理问题上有所作为。“目
前有的网络平台唯收视率、唯点击
率，只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作为公共
媒体的社会责任，导致很多被点名的
违法失德艺人仍然通过营销号等活跃
在平台上，甚至获得了不少人气，影
响恶劣。”网友曾女士说，种种约束应
当为违法失德艺人敲响警钟，在禁止
违法失德艺人转移阵地复出方面，平
台不能“装瞎扮聋”。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
文化法治研究中心主任郑宁认为，平
台治理非常关键，因为平台往往连接

着 MCN 机构（网红孵化机构）、艺人，
对于文化产品生产、传播起着重要作
用。平台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从资
格准入、事中、事后等全过程尽到相
应的义务，另一方面，要压实经纪机
构和MCN机构责任，加强对艺人的培
训和管理。

要明确法律指引

抵制违法失德艺人“曲线复出”，也
需要明确法律指引。专家指出，目前
违法失德艺人缺乏明确定义，在实践
中存在着标准不统一、结果有差别的
问题，这也是违法失德艺人企图“曲线
复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对于违法失
德艺人的约束是多维度的，但违法失
德艺人由谁来评判以及评判的程序、
标准等，都需要法律给予更明确的指
引。此外，电影产业促进法规定演
员、导演等电影从业人员应当坚持德
艺双馨，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
德，恪守职业道德，加强自律，树立
良好社会形象，具有一定的倡导意
义，然而对于违法失德艺人应受到什
么样的惩罚，法律尚未有明确规定。

专家建议，对于违法失德艺人的
惩治，要根据其违法失德的性质、程
度，予以不同的惩治方式。例如，失
德既包括公共道德、职业道德，也包
括私德，建议作类型化区分。同时，
要对“违反的法律、法规”以及“不良社
会影响”予以明确。此外，对限制时间
也要有更清晰具体的标准。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
法律系教授李丹林认为，应加强娱乐
领域立法，既要维护娱乐领域的正常
发展秩序，保障该领域从业人员的权
利，同时也要规范娱乐圈输出的内
容、精神和价值观。

对失德艺人，平台必须说“不”
海外网 武慧敏

消费潜力加快释放

文化新业态发展已经驶上快车道，
保持着强劲的增长态势。6月 29日，国
家统计局发表《2022年全国文化及相关
产业发展情况报告》。这是国家统计局
首次以报告的形式发布文化产业年度
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随着国家文化数
字化战略深入实施，以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新业态行业
快速发展，已成为推动中国文化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2022年，文化新
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 16 个行业小类实
现营业收入 50106 亿元，比上年增长
6.7%，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业 5.7 个百

分点。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占全
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 30.3%，占比首
次超过30%，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

这些数据也和不少从业者的感受
比较接近：近几年数字文化资源规模
化、集成化进程明显提速，数字文化
产业发展动力强劲。

“中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文化消
费潜力加快释放，文化新业态引领作
用增强，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呈现良
好发展态势，文化企业营业收入保持
较快增长。”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高级
统计师张鹏表示。

▲ 近日，2023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在上海开幕。图为在2023世界人工智能
大会现场的腾讯展台数字长城裸眼 3D
全息体验馆。 王 初摄 （人民图片）

如今，人工智能、虚拟现实、5G、大
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迅速发展，不断
丰富人们对于文化的感受体验。

比如，央视春晚舞蹈诗剧 《只此青
绿》，既暗藏千里江山之绮丽，又让人们
有了全新的体验；敦煌研究院推出的“数
字藏经洞”，运用数字孪生技术、3D建模技
术、4k 高清渲染等数字技术复刻石窟和壁
画，在一块屏幕上就能呈现敦煌文化的厚
重与博大；腾讯的“数字长城”运用高精度
扫描建模、数字测绘、实时渲染等数字技
术，在手机上还原长城的雄伟与豪放……
数字技术，催生着一道道前所未有的文化

景观。
数字技术全面赋能文化产业，文化新

业态不断发展壮大，不仅改善人们的文化
体验，促进相关文化消费，也有力推动中
国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

在全新产业形态背后，文化企业也在
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比如，2022 年，
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
费 1529 亿元，比上年增长 6.4%；与此同

时，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人
员达到46万人，比上年增长11.4%。

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祁述裕看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5G、
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共同构成推动
文化创新的技术矩阵。“其中，虚拟现实极
大提升了文化的表现力，人工智能促进了
文化体验的交互性，5G 连接起海量的文化
数据资源，大数据实现文化内容的图谱化
和可视化，物联网使文化场景更具感知
力。文化新业态凭借这些数字技术的应
用，打破时空限制，为受众带来全新文化
体验。”

数字技术推动文化创新

吸引年轻人热情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