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7月13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褚天娇 任乐天/ 校对：唐海鹰/ 制作：关明闯 版3专 刊

风清气正
引领网络空间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用户的普及，
我们很大一部分的生活融入到网络中，我们在网
上购物、获取百度信息、咨询、娱乐等。网络同时
也成为影响巨大的新媒体平台，网络迅捷、及时、
简易等方面的特点快速促进社会信息的流通。
但同时也导致网络成为滋生各种谣言的放大镜，
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对我们的生活和社会引
起巨大的负面效应与危害。比如，在网上会有一
些人恶意散播谣言，很多未经核实的信息，轻信
盲从，随意去传播，损害公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
安全。就像前几年甘肃兰州出现的食盐“涨价停
产”谣言，引发了新一轮抢盐风波。部分市民轻
信谣言，开始大量购买食盐，很多商场、商铺的食
盐被抢购一空。抢购到盐的人短期吃不完造成
浪费，而真正需要盐的，尤其是一些餐饮机构，又
因抢购买不到盐。与事实偏差较大或完全相左
的谣言谎话，借助网络和个别不负责任媒体的传
播，很容易误导不明真相的网民，损害许多公众
的利益。

网络谣言之所以能够传播，很大程度上是谣
言的制造者利用了一些人的心理弱点。有些人喜
欢求新、求奇，常常抱着“别人不知道我知道”的心
态，以寻求刺激；有些人则是从众心理，“别人知道
的，我也应该知道”；当然还有一些人的素质不高，

缺乏基本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即使有些谣言
毫无逻辑、漏洞百出也信以为真。对此，民众要善
于理性思考，用事实说话，纠正偏差，不信谣、不传
谣。让流言止于智者，减少谣言扩散和滋生的空
间。有些网络谣言可称得上是“妖言”，极具蛊惑
性和危害性。它利用人们的心理弱点，如同引诱
人们吸食毒品一样，慢慢地让人“上瘾”，麻醉人的
神经，扰乱人的生理功能，让人的心理也变得越来
越不正常、不健康，进而破坏家庭、诱发犯罪，败坏
社会风气，危害社会正常秩序。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这是一个常识。随着
互联网与经济社会联系的日益密切，网络不再是
虚拟空间，而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是现实生活
的延伸。在互联网中活动的每个人，在现实生活
中都能一一找到对应。恶意编造传播网络谣言，
对现实生活造成的冲击真实可感，一点也不虚
拟。

对待网络谣言，全社会应该同仇敌忾，达成零
容忍的共识。谣言是社会公害，与每个人有关。
一方面，要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公民素
质，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造谣可耻、信谣可悲的共
识，每一个公民都要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都要敢于辟谣，和造谣者针锋相对，不让造谣者兴
风作浪、蛊惑人心。

辨识网络谣言——造谣可耻 信谣可悲

从明星隐私照被泄露曝光给娱乐圈蒙上了一
层不光彩的色彩，到郭文珺寻父引爆网络，网友呼
吁尊重隐私，无疑是对网络时代信息安全的问题
提出了严峻的考验，隐私应当也必须受到尊重和
保护，如何保护个人隐私以及不侵犯别人的隐私，
值得每个人思考和注意。

在网上很容易泄露各方面的信息，信息泄露
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不可掉以轻心。要学会保
护好个人信息和隐私，防止个人信息泄露。尤其
是个人隐私必须保密，泄露出去必将妨碍你正常
的生活，甚至对你的人身、财产安全构成威胁，造
成恶劣的影响。

互联网充斥众多不同类型的网站，大大小小、
不计其数，可以做一个分类，根据其重要程度、敏
感程度、安全程度分别设置不同的密码，并且要求
密码要有一定的复杂度，否则很容易被攻破，隔段
时间就修改一下。当你要登录到一些高敏感度的
网站，比如：各大银行的网站需要进入个人网银进
行一些操作的时候，或者登录自己的个人网页、博
客的时候，此类网站已经涉及了个人隐私甚至是
财产的问题，所以，必须要核实清楚域名以及安装
安全证书，确保其安全性，并避免使用免费WiFi
接入网络。浏览某些网站的时候要多留心，不要
看着弹出个什么广告都去点，更不要看着一些新
奇的内容或链接就进去看，避免中毒，避免陷入木

马陷阱。
另外，不管是在网络里还是现实生活中，对他

人的隐私，我们也都应尊重，如果侵犯他人隐私，
是犯法的。如今，网络隐私泄露其实就发生在我
们身边。有媒体报道，一名在校大学生喜欢逛贴
吧，因为和一位陌生的吧友不和，被对方贴在学校
贴吧里面，有照片，还附上了侮辱性文字，可以想
象这对个人名誉心理是多么大的损害，这名学生
险些轻生，最后报警才解决此事。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通则》第 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
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
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公民的名
誉权受到侵害了，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
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另外，根据《刑法》第 246条
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捏造事
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在坚持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我们要高度重
视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尊重别人的隐私是道德的
期盼，我们应该树立隐私意识，矫正不尊重他人隐
私的若干陋习并强化责任与信誉意识。保护公民
的隐私权，有助于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文
明发言，共同反对网络暴力、反对人肉搜索，尊重
别人，也是尊重自己，尊重别人的隐私，也是尊重
我们自己的隐私。

尊重个人隐私——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

《人民日报》一篇《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文一
经刊出，立即引起社会各方关注，不得不说如今的
网络已经无处不在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产与生
活，但是，就算网络再随意，也需要约束，不仅要出
台相关的法律制度，更需要每一个网友的自我约
束。网络《安全法》草案公布了，从此以后，我们在
网上的各种言行，也有了法律层面的约束。但是，
就如同我们的文明城市创建，网络文明更需要的
是我们的自我约束。净化网络环境，要从个人入
手，增强自我约束、增强自制力。对于网络中那些
色情和暴力信息，一定要做到不去看、不去想，做
到不参与、不传播。要及时发现那些危险的言行，
做到理性地认知，有效地制止，杜绝二次传播，造
成更大的危害。

无论网络空间如何开放与自由，它与现实社
会紧密联系，并直接影响着现实世界，从某个意义
上说，网络行为与现实行为一样，都具有公共性与
社会性，我们在网上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在法律和
道德的框架之内，否则“自由的空间”变成“自由的
墓地”。像前段时间网络疯传的“世界末日”，导致
很多地方疯狂的抢购蜡烛行为，结果“世界末日”
没来，反倒看出一些人的愚昧，这也直接威胁到社
会的和谐与稳定。还有“核污染”风波更是把人

“娱乐”了一把。除了这些之外，我们每天都能在
网上看到一些大大小小的是是非非，无论是真是
假，都会给这个社会带来或多或少的影响，那么谁

为这些造谣、传谣行为和造成的恶劣后果埋单
呢？毫无疑问，是谣言惑众者和妄言泄愤者。这
件事情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也许在我们所谓的
宣泄情绪的真性情里，会不经意地伤害到别人，也
许在我们理直气壮的捍卫自己权益的时候，也会
侵害别人的权益。我们听过的网络谣言太多了，
看过的网络伤害事件也太多。有时候常常会感
叹，先辈曾教育我们，要礼貌，真诚待人，但是有时
候因为有一张叫作网络的挡箭牌，一些人开始焦
躁、冲动和不理智。

以往，我们总觉得网络上的信息是快餐，是速
食，偶尔为之，可不求营养。但随着互联网+模式
的兴起，购物、打车、吃饭，甚至是就医、就学都开始
依赖网络的时候，你会不会担心，电脑被盗隐私泄
露；网络暴力发生在自己身上；不法分子通过网络
来诈骗等等。网络安全对我们的生活实在是太重
要了，但是光有法律制度的保障还是不够，除了要
打击违法犯罪，作为网民的我们，规范自己的一言
一行，也是对净化网络环境的最大帮助。上网不要
乱说乱写，要做到网上网下言行一致，形成良好的
道德行为规范。理清网络言行的边界，还网络一片
净土，让网民真正享受到网络的自由。因为没有理
性和约束这对“翅膀”，自由的鸟儿飞不高。上网也
要讲究健康，聊天要文明，内容要健康，屏蔽不良信
息。平时注意多发布正面信息，扩散正能量，给人
们的生活带来美好、增添活力。

增强自我约束——培养文明上网习惯

网络时代人人都是“麦克风”，人人都可以通
过互联网来发表意见、表达见解，甚至人人都可以
成为“意见领袖”。但如今很多非理性的跟帖评论
正在扰乱着信息传播秩序、破坏着网络舆论生
态。跟帖评论乱象发生在网上，但却是现实世界
的真实映射。映射的是某些人在公共空间肆无忌
惮的拙劣表现，映射的是逾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
无良之举。跟帖评论绝不是可以信口开河、无所
顾忌的简单个人行为，跟帖评论的平台也不是无
人过问的“法外之地”。毕竟，个人在网络上的每
一次发言、每一个举动都在公众的注视之下，都有
可能对公众造成误导和不良影响。所以，网络跟
帖评论首要的就是要守规矩、顾大局。

由于虚拟网络与现实社会的差异，让人产生
“错觉”，以为可以在网上随心所欲地发表言论而
不会受到法律制裁。有些网民借跟帖评论之机传
播网络谣言、散布污言秽语、发布违法信息，甚至
还出现故意通过网络跟帖评论的形式发布不恰当

言论去左右视听、影响舆论、非法牟利的“网络水
军”。这些现象的存在，不仅损害了健康的网络生
态，也与法治国家的要求不相适应。若任由这些
无视法律法规的行为存在，跟帖评论将可能成为
整个网络空间的一大“污染源”。网络是个开放的
平台，网络语言也是五花八门，网络跟帖更是“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在网上跟帖留言，主要
是表达观点，是要获得相关部门、相关人员的认
可，是为了解决问题，保证跟帖的有效性，而不是
仅仅为了在网络上刷存在感。文明、理性的跟帖
是保证网络跟帖秩序行之有效的基本前提，也是
一个成熟网民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文明用网，
是对每一位网民的基本要求，我们在进行跟帖评
论时，需要做到谨慎表态、理性发言。但仅做到这
些还远远不够，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自己以身作
则、坚守文明底线，更应担负起监督他人之责，不
仅要给自己维权，还要主动帮别人维权，对一切

“故意跑偏”的跟帖评论，要敢于从正面积极发声。

别“任性”发言——积极发声维护法律红线

互联网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娱乐生活、互动交流的重要平台，它渗
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并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和价值
观念，而网络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信息传播速度极快、信
息量庞大冗杂的今天，网络在使人们生活更加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
前所未有的问题……

网络空间不完全是一片净土，在网上有很多的“垃圾”，比如网络谣
言、网络暴力、网络犯罪，网络语言暴力更是一个突出方面。有的人把互
联网当作宣泄不良情绪的平台，在网上言语粗俗和低级，很多未经核实的
信息轻信盲从，随意传播。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环境亟待净化，各方

面应果断出击。人民群众自身更是要自觉抵制不良信息，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理想、有底线、有坚守，传播正能量，积

极向上净化网络环境，说文明话、做文明事，让我们的网络空间绿
色文明、生活环境更加温暖美好。

文明上网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祝琪尧 采写
本版策划 咸凯慧

由于网络文化的独特隐蔽性，大量的低俗内
容潜移默化的改变了人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对
现实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净化网络环境，构
建网络文明已经迫在眉睫。

首先，网络作为“第四媒体”，目前，在我国已
成为公众传递信息、表达意见、评议时政、释放情
绪的主渠道。无数事实证明，网络上一个小小的
细节可能会引起许多重大过程的变化。因此，网
络从业者一定要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在网络内容、
传播手段和经营模式上强化责任意识。有关部门
也应加快网络立法和法律监管步伐，运用法律手
段加强对网络运营和网络产品的监管，尽快实行
网络、手机实名制，确保有线、无线上网的身份认
证；建立和完善网络分级管理体制与青少年网络
保护法律体系，根据不同的受众对象，赋予网络经
营者不同的经营权限。

其次，网络是一个平台、一个工具随时随地，无
处不在，它不仅有海量的信息并且有大量的链接。

从这一点来说网络发展的本身已成为社会环境的
一部分。因此，加强网络社会监督越来越显得重要
和必要。网民的相互监督也不失为净化网络环境
的好方法。网络发展趋势如何？网站发展情况怎
样？网民是第一知情人。政府的有关职能部门应
不定期举行“网络文化服务大家谈”活动，让网民自
己谈网络的事，网络虚假信息、中奖骗局、制造和传
播谣言、低俗内容等就难有立足之地。

要让互联网发挥向上向善的本质作用，摒弃
低俗、媚俗和低级趣味，必须要“锄草”“育苗”双管
齐下。从另一个角度看，网络直播、网络视频乱象
也暴露出优秀文化内容供给不足。文化部门和企
业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引导、鼓励、
生产出符合网络文化传播规律，广大网民喜闻乐
见、内容健康、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作品，牢牢占
据这块文化阵地，把各种乱象“挤”出去，真正让主
流价值内容成为网络的风向标，让积极向上的健
康文化火起来，共同维护和发展绿色网络空间。

让主流价值成为网络风向标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