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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网络文明 共享美好生活

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不
可缺少的一部分，从衣食住行到社交娱乐，互联网已
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网络对现实生活的影
响越来越大，更改着人们的生活习惯、节奏、状态。当
下，良好的网民素质、安全可靠的网络秩序已然成为
文明城市建设的重要因素。人们只有正确使用网络
工具，文明上网、健康上网、适度上网，才能构建健康、
文明、安全、绿色的网络空间。共建网络文明是每一
个互联网企业、每一个网民都需要肩负的重要责任。

当今社会，人们习惯了使用
微信、微博等平台与网友们分享
生活、抒发情感，习惯使用购物软
件、打车软件、订餐软件享受共享
经济带来的便捷……网上办公、
网上教学、网上购物等新业态快
速发展，互联网已然成为人们学
习、工作、生活的新空间，成为获
取公共服务的新平台。然而，你
在网络上暴露的信息越多，随之
而来的网络安全问题也就越多。
那么，如何能够预防网络诈骗呢？

下载国家反诈 APP，从源头
上防止被骗。如遇可疑情况，请
及时报警；不轻信虚假信息。对
于在网络上找你借钱的好友，一
定要打电话核实身份；网上购物
时，要选择正规、大型电商。设置
复杂支付密码并定期更换，最好
选择“密码+校验码”双重验证；在
网站注册账号时，只填带*号的必
填项，尽量提供最少的个人信息；

不随意打开陌生邮件，尤其是带
附件的邮件或者声称中大奖的邮
件；尽量别“蹭网”，公共场所的未
知WiFi一定不要连接；如今在微
信上测性格、运势等链接泛滥。
这些链接通常会要求你提供姓
名、年龄等基本信息，后台还会直
接获取你的手机号码等信息；切
忌贪小便宜。世上没有免费的午
餐，天上不会掉馅饼；尽可能不要
在网站上公开自己的姓名、电话
号码和家庭住址等信息，可以写
某先生/女士。现在的很多租房
网站都会对用户联系信息隐藏几
位，这种方法就相对安全得多，起
码不至于让人随便一搜索就搜
到；不随便透漏个人信息。骗子
会变换千万种手段来窃取你的信
息，一定要重视自己的信息安
全。在和陌生人的交流中，不随
便透漏个人信息，更不要随便填
写调查问卷。

传播网络文明 防止上当受骗

在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
学习运用网络是每个人适应社会
发展的必然选择和要求，而践行网
络文明也是每个网民义不容辞的
义务。网络作为公共空间，人们有
发表言论的自由与权利，但言论要
遵循社会文明规则，要遵守社会公
德和秩序、恪守法律法规底线和价
值观念等，这样才能让网络世界充
满善意、暖意和正能量。

网络环境比较复杂，不文明
现象严重影响网民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随意传播转发不
实谣言、在不当言论中发泄情绪，

不利于构建风清气正的网络环
境。我们每一个人在上网时要筑
牢网络道德观念，自觉养成良好
的上网习惯，坚决抵制网络低俗
之风，尊重他人的网络生活。要
进行善意的交流沟通，取长补短，
回复别人的网络留言要谨慎对
待，语言文明得体，言辞委婉大
度。要学会尊重他人，做一个有
责任感的网络文明人，不造谣、不
诽谤，不说不文明话语，以实际行
动践行网络文明，在虚拟世界里
播撒文明的种子，创建文明道德、
健康活泼的网络生态环境。

互联网给人们带来了无限可
能。互联互通是这个时代的鲜明
特征，也是这个时代的快捷符号，
与此同时，数据安全、信息安全也
面临许多现实和潜在的风险，守住
安全底线成为现在的重大课题。

安全没有保障，发展就无从谈
起。在当下互联互通的时代背景
下，守住网络安全底线包括众多内
容，比如数据安全、信息安全、设备
安全、密码安全、内容安全等等，任
何方面的安全出现问题都可能是

“致命一击”。网络安全无小事，事
事都关系重大。预防和抵御风险
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网络安全
的永恒主题。随着我国网络安全
政策法规体系不断健全、网络安全
工作体制日益完善，全社会网络安

全意识和能力显著提高，不断加快
推进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
设，为维护国家在网络空间的主
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提供了坚实有
力的保障。

网络无边，安全有界。面向未
来，夯实网络安全依然任重道远。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作为网络空间
的参与者，我们要争做新时代网络
法治的守护者、网络文明的传播者
和网络安全的践行者，自觉增强网
络安全意识，积极宣传网络安全知
识，对网络上的有害内容要积极主
动举报，主动知法、学法、懂法。让
我们携手努力，共筑坚不可摧的网
络安全防线，共建网络文明建设工
作新格局，共谱网络安全新篇章，为
守护网络安全贡献自己的力量。

传播网络文明 筑牢网络道德观念

传播网络文明 守住安全上网底线

网络安全关系千家万户。为了进一步
提升广大群众的网络安全意识，营造安全、
健康、文明、和谐的网络环境，近日，西安区
人民法院组织干警到社区广场开展“网络
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普法宣传活
动。

活动中，法院干警向群众发放普法宣
传单，针对辖区居民可能遇到的各种网络
安全危害，普及《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
护法》等法律法规和网络安全相关知识，引
导社区居民自觉抵制网络谣言，防范网上
有害信息，警惕在网上购物、浏览信息等活
动中发生的网络诈骗，携手共建清朗安全
的网络空间。同时，围绕近年电信网络诈
骗、网络传销、网购诈骗、恶意二维码等典
型案例，开展网络安全科普活动，通过线上

线下的方式全覆盖宣讲，引导广大群众争
做网络安全的参与者、守护者和贡献者，共
筑网络安全“防火墙”，让广大群众更为深
入地了解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网络安全
知识，认识到保护好个人隐私的重要性，提
高自身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

此次活动向居民普及了网络安全知
识，营造了人人参与的网络安全氛围，为共
筑网络安全防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居民
们纷纷表示，活动很有意义，今后要在日常
生活中做文明安全上网的践行者和守护
者。下一步，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法院将继
续加大网络安全宣传力度，丰富普法宣传
方式，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
防护技能，将安全宣传延伸至基层“最后一
公里”。

近年来，一些社会热点事件中网络谣言
乱象频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
定，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为有效净化网络环
境、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谣言，公安部网安局
部署开展为期100天的网络谣言打击整治
专项行动。辽源公安机关按照公安部统一
部署，坚持依法打击和综合整治相结合，持
续推进网络谣言打击整治专项行动纵深发
展。

记者从我市公安部门获悉，截至目前，
共依法查处造谣传谣人员17人，清理网上
有害信息 80条，有效净化了我市网络环
境。其中，及时破获了在网络上传播较为
严重的“辽源出现了一群偷小孩的”网络谣
言案。据了解，今年7月，我市龙山区市民

孙某某女儿因害怕在补课班独自去厕所，
对孙某某说有人拉她。孙某某在未完全了
解事情经过的情况下，在短视频平台发布

“辽源出现了一群偷小孩的”网络谣言，多
个平台大量传播，严重扰乱公共秩序。辽
源公安机关依法调查，孙某某对违法行为
供认不讳。目前，谣言信息已删除。

在此，公安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不
造谣、不传谣、不信谣”，提高对网络信息的
鉴别、识别能力，不转发任何未经证实的信
息，避免成为网络谣言传播的“二传手”。
同时，公民发现个人合法权益因网络谣言
受到不法侵害时，要及时运用法律武器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当发现网络谣言违法犯
罪线索时，要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打击网络谣言 辽源公安在行动

普法宣传进社区 网络安全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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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淌着辽水流淌着辽水,,
历经沧桑的思绪历经沧桑的思绪，，
迸发着迸发着辽源辽源,,
进军现代都市的华丽音符进军现代都市的华丽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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