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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日，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北
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本届大会以“汇聚向
上向善力量，携手建设网络文明”为主题，旨在
打造一个网络文明理念宣介、经验交流、成果
展示和国际网络文明互鉴的平台。

网络文明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
志。加强网络文明建设，是推进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必然要求，
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向往的迫切需要，是加快建设网络强国、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我国网络文明建设成果斐然，实施了
一批网络内容建设工程，出台了一批网络法
律法规规章，开展了一批网络专项整治行动，

打造了一批网络文明实践品牌，让网络空间
正能量更加充沛、法治保障更加有力、生态环
境更加清朗、文明风尚更加彰显。

生活中，很多网民称自己为“草根”，那
网络就是现在的一个“草野”。要让“草野”
繁花似锦而不是荒草丛生，就必须文明办
网、文明用网、文明上网、文明兴网，推动形
成适应新时代网络文明建设要求的思想观
念、文化风尚、道德追求、行为规范、法治环
境、创建机制。举办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
会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展示什么
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什么是真正的
文明，来激发广大网民思想共振、情感共
鸣、行动共进，推动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

齐的网络文明环境。
需要看到，截至目前，中国网民数量已

达 10.11 亿，构成了全球最大的数字社会。
网络空间纷繁复杂，文明创建任重道远。
一段时间以来，网上历史虚无主义、网上水
军、流量造假、黑公关、网上文娱及热点排行
乱象广为诟病，用户账号名称信息违法违
规、网络大 V 账号粉丝数量注水造假、恶意
营销等问题影响恶劣。谁都不愿生活在一
个充斥着虚假、诈骗、攻击、谩骂、恐怖、色
情、暴力的空间。对这些网络生态乱象，必
须加强网络空间思想引领、文化培育、道德
建设、行为规范、文明创建，以铁的决心、铁
的手腕、铁的作风一抓到底、坚持不懈，涤

荡网上的歪风邪气，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
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实现民族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
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以首届中国
网络文明大会为契机，通过理念宣介、经验
交流、成果展示、文明互鉴等方式，大力发
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引导广大网民尊
德守法、文明互动、理性表达，引导全社会
提升网络文明素养，满足亿万网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就一定能为加快建设网络强
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强大精神动力、有力舆论支持和良好文化
条件。 据人民网

有感而发 笃 鲜＞＞

街头偷拍+编造文案=短视频致富密
码？偷拍者赚取流量的同时，很可能“喜
提”法律制裁。近日，浙江绍兴嵊州一名女
主播偷拍陌生男子过马路视频，配文“聊了
六个月的网友今天终于要见面”，获得 200
多万播放量，给男子造成极大困扰。当地
公安接到报警，对偷拍者依法处以 500元罚
款，责令其删除视频并赔礼道歉。

处于“人人皆可短视频”的时代，部分
用户不再满足于记录个人生活，转而把镜
头对准他人，一些短视频平台上，路人“被
入镜”的短视频层出不穷。要么让路人莫
名其妙成了狗血故事主角，要么拍搭讪或
者恶搞视频，这类短视频的共同点有二：
不顾他人感受，刻意制造噱头。总结成一

句话，就是为了流量无所不用其极。
视频虽短，不能没有底线。一味“逼

人入镜”的短视频不论包装成什么形式，
实质都是过度娱乐，迎合受众的好奇心和
窥私欲，不值得提倡。虽然有很多受众买
账，乐于消费这类视频，可是，有多少人愿
意自己毫不知情地暴露在镜头下，被所有
人品头论足？想到这一层，又有多少人能
看着各种无准确信源、无实质内容、无节
操底线的“三无”视频笑出来？

除了低俗媚俗，这类视频还可能涉及
侵犯他人权利。偷拍加造谣的行为将侵犯
他人名誉权，严重的可能涉嫌诽谤罪。前
些时候，杭州被偷拍并造谣出轨的小区业
主就对偷拍者提起刑事自诉，让造谣者付

出了应有代价。而未经允许就拍摄并发布
他人形象的行为，也侵犯他人肖像权、隐私
权、私人生活安宁权等民事权利。尤其值
得注意的是，依据现行法律，侵犯肖像权不
再需要以营利为目的，不懂法不是侵权者
任意妄为、逃避法律责任的借口。

对于各种偷拍造谣短视频，被侵权者
往往无法及时察觉，维权要付出相当的成
本，需要平台采取措施予以纠偏。与此同
时，短视频原本是人们分享见闻的便捷载
体，工具发挥出怎样的作用，关键看人们
如何使用。当你我吐槽网络平台上存在
低俗无聊、令人迷惑的内容，究竟是谁把
它们变成了这样，是否每个平台都必然走
向低俗无聊、令人迷惑？ 据新华网

不能为了流量失了底线

一针见血 ＞＞ 老 穆

近日，河南安阳一起狗咬人事件频繁
登上热搜。这起事件在“有图有真相”的情
况下，犬主不出面、不道歉的态度迅速成为
舆论焦点。11 月 19 日晚，在经历两个月漫
长等待后，受伤老人终于迎来道歉；与此同
时，犬主王某所在单位安阳市市场监管局
对王某给予停职处理。

狗咬伤了人，犬主一般都会将伤者第
一 时 间 送 医 ，救 治 和 康 复 过 程 中 嘘 寒 问
暖，诚恳道歉并给予赔偿，双方达成和解，
事儿也就过去了。安阳这起事件却让人
大跌眼镜。

明明是“禁养”的大型犬，却偏偏有办
下的狗证，且美其名曰“心理辅导犬”；明明
是执法大队公职人员，群众实名举报却避
而不见，甚至现场冲出陌生“神秘人”；明明
狗咬老人“有图有真相”，可即便有城管、民
警调查协调，犬主依然不正面回复，甚至威
胁记者和家属……直至网上舆论哗然，才
有了结果。

社区牵狗遛弯，犬只突然伤人，本是一
起简单的民事纠纷，为何发酵为全网关注的
舆情热点？是什么让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在公众质疑、舆论讨伐声中，狗仗人势更需
反思。

恶犬扑人的事件屡有发生，治理“狗
患”呼声不断，遛狗牵绳的规定写进新修订
的动物防疫法，但“狗患”害人亦骇人的事
件时有所闻。

“狗患”难治，一则在于制度“打折”、管
理“放水”，再则就是某些狗仗着某些人之
势过于嚣张。

某些人把狗当儿子一样宠，过分溺爱
致使其桀骜不驯、妄自尊大，常常狗眼看人
低，甚至侵犯人的利益、威胁人的安全。

某些 狗 就 像 社 会 上 某 些 人 一 样 ，目
空 一 切 、横 行 霸 道 。 这 些 人 要 么 自 恃 有
钱，要么滥用职权，或者无钱无权却仗着
有 钱 有 权 的 主 子 耀 武 扬 威 ，就 和 某 些 狗
一样了。

对于某些狗，绝不能任其作害，必须用
链子拴牢或者干脆关进笼子里；对于某些
人，决不能任其妄为，必须用规矩、法律让
其得到教训和约束，仅凭道德教育、舆论谴
责、公众呼吁是远远不够的。

“狗咬人”背后的
狗仗人势更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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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一刀默一刀

假通知假通知 真诈骗真诈骗
收到单位人事部门或财务部门邮箱发

送的“补贴领取”通知时，你是不是会不假思
索点击链接去申领？民警提示，即使是相关
部门邮箱发送的通知邮件，也可能是不法分
子下的套，一定不要轻易相信。

11月15日，厦门某公司职员孙先生查看
自己的工作邮箱时发现，有一封公司人事行政
部邮箱发来的邮件，内容大致是“接社保部门通
知，国家将于10月起发放补贴，请收到邮件的
同事自助扫码办理”。扫码后手机跳转到“自助
办理”页面，按要求填写个人银行卡号、预留手
机号、身份信息和卡内余额后，手机界面提示

“您的信息已提交至中国人民银行审核”。
随后，孙先生根据进一步提示，将收到的

短信验证码填了进去，不一会儿，手机收到银
行发来的账户余额变动短信。原以为“社保
补贴”秒到账，不成想是扣款万余元的短信，发
现上当受骗的孙先生遂向警方报案。

民警提示：虽然诈骗招数在升级，但只要
多留个心眼，就能防止上当。

让网络空间正能量更加充沛

近日，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公安局
白马派出所民警在办理一起治安案件时，
发现五名违法嫌疑人中有三人尿检结果
呈阳性，疑似吸毒，而三人均曾在县内一
家羊肉店吃过米线。办案民警顺藤摸瓜，
验出店内汤料确有罂粟成分，还在该店查
获罂粟果若干。

“罂粟壳”变身调料为何屡禁不止？近

年来，食品违法违规行为并非个例，一些店
家、摊贩甚至知名餐饮品牌，为了在激烈的
行业竞争中站稳脚跟、招揽回头客，抱着侥
幸心理在食物中非法添加罂粟壳（粉）。但
众所周知，罂粟壳有毒、有害，容易使人产
生依赖性，在食品制作、加工过程中早已被
国家明令禁止，多年来食药监、公安等相关
部门对其进行了严厉的专项打击。

不法店家罔顾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迷
信于“加料”的食物能增味提鲜，其行为有损
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安全，侵害了他们的合法
权益。饮食安全大于天，哪些可食用、哪些
标有使用剂量范围、哪些禁止添加，作为食
品行业从业者都应严格遵守。红火的生意
需要脚踏实地经营，唯利是图、铤而走险，终
将受到法律严惩！ 据央广网

有话直说 张可月＞＞

舌尖安全岂容如此“加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