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四

2023年1月12日

编辑/孙天骄

美编/李晓军

校对/陈维华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文丽娟

  “阳康，不等于健康了，昨天老君顶滑雪的

死好几个，都是阳康的，一剧烈运动突然心衰

了。”近日，网传“秦皇岛老君顶景区的‘阳康’

游客心衰死亡6人”的信息引发关注。后经调

查，该消息为虚假信息。目前，造谣女子马某已

被警方行政拘留。

  从“今晚全城大消杀”到“自来水加大氯气

注入”，从“核酸采样有毒”到“口罩原料会导致

肺结节”，从“一阳性男子被吊车转移”到“某地

用集装箱运转阳性患者”，从“自来水阳了会传

播病毒”到“可以挑个温和毒株感染产生抗

体”……

  《法治日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每过一段

时间，网上流传的各种涉疫谣言都会“更新换

代”，他们有的是故意歪解、虚构防疫政策，有

的是打着科学的幌子进行伪科普。因为和疫情

相关，这些谣言很容易迅速吸引眼球，获得大

量关注和转发，导致不少人因此产生疑惑、焦

虑、恐慌等情绪，甚至干扰了正常的疫情防控

工作。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整治网络谣言、净化

网络空间，必须进一步压实平台责任，完善信

息审查和研判机制，源头控制涉疫谣言发布；

要依法严惩造谣者，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刑

事打击。

网络涉疫谣言不断

造谣者靠引流赚钱

  今年元旦，一早打开社交软件的江苏省连

云港市市民尹康发现，自家社交群和朋友圈中

又出现了好几个已经连续被辟谣的谣言。

  假期结束上班时，还有同事拿着一瓶二锅

头“神秘兮兮”地对尹康说，高度酒可以预防新

冠感染，你要不要来点。更让尹康烦心的是，原

本肝肺不好已戒烟戒酒的爷爷看到这些消息

后，立马向家人闹着要抽烟喝酒……

  尹康说，像这样的谣言虽然多，但明眼人

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可由于传播速度太快、范

围太广，还是有部分人，特别是不少老年人愿

意相信。此外现在还有很多谣言都是披着科学

的外衣，语气言之凿凿，一般人很难分辨。

  前不久，微信安全中心公布了2022年朋友

圈流传最广的十大谣言，其中多条与疫情有

关，比如“采样棉签”上有试剂有毒、疫情期间

每天可领取补贴、千金藤泡水喝可预防新冠病

毒等。对江苏省南通市的潘莹来说，这些谣言

她再熟悉不过。

  “这十大谣言，我家里长辈都往群里转发

过，这几年我一直走在辟谣的路上，费尽口舌

告诉家人这些都是假的，但谣言一直都有，尤

其是有关疫情的，这个被辟谣了那个又来了，

一些被辟谣的谣言过一段时间还会卷土重来，

而且每个谣言不管多离谱家里人总有相信

的。”潘莹说。

  近段时间以来，有关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

异株XBB的消息甚嚣尘上。最新消息显示，上

海已经监测到新毒株XBB.1.5传入。目前，网络

上关于XBB.1.5的传言很多，尤其是互联网平台

流传一张截屏称，目前在我国流行的毒株都是

XBB.1.5的弟弟，XBB.1.5主攻心脑血管，并会引

发拉肚子，建议公众准备蒙脱石散、诺氟沙星、

补液盐、益生菌等。上海辟谣平台表示，该截屏

夸大了XBB.1.5的致病性，而且不排除别有用心

者借此推销产品。已有多名医生提醒，不要随

意服用截屏里所称的蒙脱石散、诺氟沙星等

药物。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

以来，有关防治新冠感染的各类信息，总是会

占据社交App、网站等网络平台醒目的位置，其

中也包括不少新老谣言，而且涉疫谣言在疫情

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不同分布特征，反映公众

情绪和需求的变化，可能让大家对新冠感染产

生错误认识，在预防、治疗新冠过程中采用错

误手段，进而影响到正常的疫情防控工作。

  法治网舆情中心曾对高热涉疫网络谣言

进行舆情分析，发现社交平台成为涉疫谣言

“培养皿”，多数涉疫谣言来源于社交平台，主

要通过聊天群、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等方式

扩散，其中聊天群和朋友圈为传播主阵地。这

是因为“强关系”社交圈具有私密性、封闭性、

集聚性等特质，熟人关系链传播的私密性，使

得信息生产、转发的过程难以被追踪，同时谣

言可信度和转发量大大增加，进而实现跨群、

跨平台传播。此外，各类短视频平台成为网络

谣言新的“策源地”，短视频拥有的在场感和真

实性增加了谣言的说服力，常常误导公众信以

为真。

  一些发布者为何热衷编造谣言？公安部网

安局曾对此揭秘，造谣者发布的内容下方或留

言评论区，都会有广告插入。流量广告主曝光

和点击量越多，收益就会越多。“可以说，你的

每一次点击，造谣者都能赚钱。”

  尹康说，他的不少朋友和家人，都觉得随

手转发这些信息可以提醒更多人，是一种正能

量行为，即使是假的也不会给他人造成什么损

失，结果自己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了让谣言范围

扩大的传播者。

假借官方名头发出

平台负有治理责任

  近日，一条声称来自“常州红十字会会长”

的通知传播很广。该通知称，将红糖、生姜、大

葱白、大蒜等熬水喝，感染病毒的概率几乎为

零，山东省菏泽市的李磊也收到了家中老母亲

发来的“抗疫良方”。但李磊上网核查发现，该

截图早在2020年2月就已在网络传播，当时常州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就对外辟谣表示，该机构以

及会长都没有发布过以上信息。

  “大多数都是一眼就能看出是谣言，甚至

有很大一部分是官方已经辟谣过，被证实就是

谣言，很疑惑为什么很多谣言却屡禁不止，而

且明明已经辟谣过的谣言还是有人对此深信

不疑。”李磊说。

  潘莹说，她看到很多谣言，都是假借官方

机构的名头发出的。“我之前经常收到通知核

酸检测、健康码变红等短信，上面写着由疾控

中心发送还留有电话，他们有些是真的，有些

是假的，很多人因此被骗，导致我现在只要看

到涉疫短信都会怀疑其真实性。”

  “谣言实在太多了，辟谣后可能会记住一

段时间，但我们都不是专业人士，大多数人可

能一两个月就会忘记，类似谣言再来时又难以

分辨。”潘莹说。

  在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

研究员李俊慧看来，涉疫谣言屡禁不止主要有

三方面原因，一是涉疫信息是公众关注的焦

点，这背后与个体对如何避免被感

染、感染后如何处理等方面的关注有

关；二是与部分地区涉疫信息的发布不充

分、不及时和不全面有关，因为真实信息不能

满足或解决公众关注，自然就会被一些虚假信

息所吸引；三是涉疫谣言信息形式上具有证

实、例证或难辨真伪的特征，使得相关信息很

容易被误信及进一步误传。

  散布涉疫谣言，造谣者可能承担何种

责任？

  北京京师（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艾泓强

告诉记者，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散布谣言，谎

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

公共秩序的，将面临拘留、罚款处罚。如果因散

布谣言而侵犯了公民个人名誉权的，依据相关

规定，侵权者将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

影响、赔礼道歉及赔偿损失的责任。此外，制

造、传播疫情谣言还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

  去年11月底，中央网信办就曾通报，针对

近期疫情防控、突发案事件、社会民生等领域

谣言问题，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加强监测查证，

重点网站平台共处置传播网络谣言账号5400

余个，第一时间溯源并关闭首发账号。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网络平台对于

涉疫信息的治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俊慧认为，网络平台要对信息进行分

类，明确哪些属于单纯的个体经验分享，哪些

属于可能产生误导的信息发布。对于用户在平

台上发布的各类信息，应及时建立审核和研判

机制，加强信息内容相似比例高的经验分享类

审核，避免造成虚假涉疫信息传播，引发公众

恐慌。对于救助类信息发布，既要保障救助类

信息可以正常发布，也要避免不法分子简单抄

袭套用他人求助信息进行发布，影响公众

判断。

  抖音平台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近

期，平台在例行巡查中发现，有极少数用户发

布毫无医学根据的内容，例如“新冠退烧偏

方——— 黄豆煮水喝”“艾叶和艾条熏烟可以消

灭新冠病毒”“发烧时千万不能吃的食物，包括

鸡蛋、牛奶”等。上述内容先后被权威媒体和医

学专家辟谣。对此，平台给予了持续打击与处

理。2022年11月至今，平台共处理与疫情相关不

实视频33.26万条，打标20余万条存疑内容。

及时发布权威信息

依法打击涉疫谣言

  近日，上海辟谣平台梳理了近期热传的谣

言，按照“预防篇”“症状篇”“治疗篇”“生活篇”

4大主题分类，并同时附上医学专家、权威机构

的建议和意见，希望能为公众呈现一份实用的

“防治宝典”。

  记者发现，用户通过搜索“疫情”或者抖音

主页切换到“抗疫”专栏，就能进入抖音的防疫

辟谣专区，查看相关知识；在百度以“新冠”“疫

情”等关键词进行搜索时，还会出现辟谣专区

和全国防疫热搜榜，给用户更科学的指引。

  打击治理涉疫谣言，相关部门一直在

行动。

  通过网络发布、传播虚假涉疫信息，蓄意

制造传播涉疫谣言，严重影响了正常公共秩

序，湖北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严肃追究发

布者、转发者、群主、管理员等人员的相关法律

责任。

  2022年10月8日，湖北省监利市市民黄某在

多个社交群散布涉疫谣言，该市市民胡某在未

经核实的情况下，转发到个人短视频账号再次

扩散。两人的行为引发当地居民恐慌，造成恶

劣影响。监利市红城派出所组织警力进行调

查，迅速找到传播者黄某和胡某，对其开展普

法教育，二人对该谣言进行了澄清。最终，违法

行为人黄某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

胡某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

  去年11月，中共榆林市委网信办、陕西榆

林市公安局发布《关于依法打击整治涉疫情

网络谣言的通告》，严禁编发不实信息，坚决

抵制网络谣言，各网站平台、自媒体人、互联

网群组管理员要从严审核涉疫信息来源及内

容，对通过网络发布、传播虚假信息，造成严

重社会影响的，网信、公安机关将依法依规予

以打击，对相关网站、平台和互联网账号进行

依法处置，并依法追究发布者等相关人员的

法律责任。

  近日，江西省九江市官方发布通告，涉疫

相关信息以全市各级疫情防控指挥部官方发

布信息为准，对未经官方证实的涉疫信息做到

不发布、不传播、不评论、不信谣、不造谣、不传

谣。已发布的应立即予以删除，主动消除不良

社会影响。无法删除的要及时辟谣，主动向公

众说明情况。

  在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钢

看来，目前，我国已经构筑了传染病防治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为主的疫情报

告、通报和公布的法律体系，民法典、刑法、治

安管理处罚法、电子商务法、网络安全法、互

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为主的网络谣言治

理的法律体系，并持续开展了“清朗·打击网

络谣言和虚假信息”等专项行动，督导网站平

台切实履行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及时处

置相关违法违规信息和账号，共同营造清朗

网络空间。

  如何才能够让涉疫谣言不再“露头”？

  李俊慧说，对涉疫虚假或谣言信息的精

准打击和治理，需要具备真实、科学信息发布

主体或监管部门与平台加强联动，具有信息

甄别能力和条件的主体参与到各类平台信息

发布的审核中，从源头控制谣言信息发布。此

外，要加强对用户发布信息的大数据分析，提

炼用户关注焦点，及时发布权威信息予以回

应，解除或降低公众担忧。对于涉嫌故意制造

传播虚假信息的，要依法追究相关人员法律

责任。

  胡钢建议，完善传染病疫情预警制度和传

染病疫情信息公布制度，由中国疾控中心定期

公布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信息，县级以上疾控

机构定期公布本行政区域法定传染病疫情信

息。传染病暴发、流行时，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公布本行政区域内疫

情信息；传染病出现跨省暴发、流行时，由国务

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负责公布。同时，提升网

站平台涉疫网络谣言精准治理能力，互联网行

业协会可构建信息共享和联合惩戒机制，对于

屡次恶意发布谣言者，可进行信息限时发布或

者禁止发布的惩戒。

漫画/李晓军  

□ 本报记者 张国强 韩宇

  从开庭到宣判不到10分钟，当庭宣判！近日，一起道交

纠纷在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人民法院道交法庭迅速了结。

  这起案件办理得如此神速，主要缘于鞍山两级法院为

提升审判执行质效对案件应用规范化诉答文书和证据目录

的创新改革。

  2022年9月以来，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新一届党组聚焦

执法办案主责主业，坚持“问题、目标、效果”三个导向，从抓

“小切口”入手，补短板强弱项，陆续采取了一系列创新举

措，力促办案质量、效率和司法公信力提升。

  截至2022年10月31日，鞍山地区法院以及市中院审判执

行质效指标在全省排名由当年8月底的第16位、第14位实现

双双第一，7家基层法院中有5家进入全省前十名行列，并全

部迈入第一梯队。2022年12月份，鞍山地区法院以及市中院

排名不仅继续双双第一，而且有6家基层法院进入全省前十

名行列。

前端集约化审限规范化

  办案程序拖沓、运转低效，如何解决？

  鞍山市中院从案件入口抓起，出台《关于案卷移转的操

作规程》，解决上诉流转周期过长、管理混乱等问题。各基层

法院实行立案庭统一送达、统一集中排期开庭，克服开庭随

意性强、法庭闲置率高等问题，截至目前，两级法院共有97

人负责送达、排期工作，共送达文书20000余份。

  而针对保全节点滞后问题，鞍山两级法院立案庭统一

负责诉前保全和诉中保全的审查工作，执行局承担保全的

实施工作。目前已对50余起案件采取保全措施。

  审限管理过程中期限把关不严格、管理模式粗放、延审

扣审不规范等问题，也在整改之列。

  鞍山市中院出台多个文件，以严格的期限管理监督和

问效追责，倒逼责任落实，杜绝程序上的无序停滞与空转。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2022年10月中旬鞍山地区因疫情防

控静态管理的6天，仍完成网上立案210件，解答12368热线咨

询205个，线上庭审149案，网上调解98案，电子送达106案，审

执结案件262件。

  部分案件办理周期过长，久审不决、边清边积问题，是

群众关注的热点、焦点。

  鞍山两级法院综合运用调度、约谈、问责等方式，开展

“清理积案专项行动”，截至2022年10月底，共清理完毕长期

未结案件（超12个月）281件，超12个月未结案件占受理案件

比降到0.27。

工作统筹化文书规范化

  针对部门间业务交叉、职责重合又怠于协同、上下级法

院间配合乏力等突出问题，鞍山市中院组织两级法院成立

“立审执机构协调运行领导小组”，建立了各部门、上下级法

院无缝衔接的协调运行机制，通过打破“壁垒”消除“内耗”，

促进工作效能提升。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0月31日，鞍山两级法院共计召

开领导小组会议34次，解决跨部门、跨法院问题70个。比如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执行案件久办不决等问题，对城区法

院执行工作实行统筹协调，成立两级法院执行工作专班，目

前执行工作“四项核心指标”均位列全省第一方阵。

  此外，为有效解决长期存在的诉状和答辩状处于无序自发状态，不能形成有效争

点交锋、影响初始案件审理走势方向、影响办案质量效率效果等问题，鞍山市中院还

选择民商事简易案件诉答文书规范化为切入点，联合鞍山市律师协会开展诉答文书

规范化改革。

  2022年9月22日，鞍山市中院召开专题会议，在各基层法院推行十类简易案件起

诉状与答辩状文书样式模板以及其他案件通用模板、诉答文书证据清单的使用，统一

规范诉答文书的书写格式与内容，便于明确诉讼请求、固定涉案证据、确定争议焦点，

促进案件优质高效审理。

  截至2022年10月31日，已有近10家律所及20多名律师深度参与推进应用。自9月23

日到10月31日，各基层院应用诉答文书模板受理案件3236件，结案845件。

庭审优质化裁判统一化

  2022年10月27日下午2点，鞍山市中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执行异议之诉二审案件，全

国审判业务专家、鞍山市中院党组书记、代院长陈林担任审判长主审此案。法官如何

提升庭审驾驭能力和庭审技巧，这场观摩庭提供了亮点纷呈的生动示范。

  “法官在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下的功夫，庭前庭审中的用心安排，真正帮助我们

在法律的框架下明晰了案涉房屋的归属，让我们能继续用心经营生意。”相关企业法

定代表人评价说。

  针对法院庭审随意、反复开庭“打补丁”、庭审功能虚化弱化等问题，鞍山市中院

出台多个文件，有力推进庭审实质化、优质化。鞍山市中院“一把手”开观摩示范庭并

全网直播，全方面指引法官围绕庭审高质量做足功课、做出精品。

  此外，为了让裁判尺度统一化，鞍山市中院升级深化“审判质效面对面”方式方

法，从院对院、部门对部门延伸到法官对法官，从总体数据分析评估延伸到个案讨论

评析，从法院内部讨论到引入第三方评价，丰富“面对面”的内涵与外延。同时，组织开

展类案裁判指引编订工作，召集各院业务精通的法官及业务骨干分析审判执行疑难

复杂问题，召开类案裁判指引编写专题辅导会，邀请先进地区专家培训辅导，为制定

鞍山地区类案裁判规则明确编写方向与路径，目前，编写课题调研与素材收集正在有

序推进中。

基础一体化互通多样化

  “电子送达开展的怎么样”“有几个调解室，选聘了多少位调解员，都进行过培训

吗？诉前调解率是多少”“法庭排期能不能满足法官开庭需要”……

  2022年9月5日至6日，陈林到任鞍山市中院党组书记、代院长第二周便直奔基层

法院一线，开展实地调研督导。

  围绕基层基础建设一体化，鞍山市两级法院实行整体工作总体部署、同向发力、

一体推进。市中院“一把手”每天调度案件质效情况，并不定期带队到各基层法院调

研，点对点督导。召开全市法院“五化”法庭建设现场会，对人民法庭工作进行安排

部署。

  对内实施法院强基工程，对外则实现互通多样化，注重争取和借助外力、外脑提

升法院工作质效水平。

  在实践中，鞍山市两级法院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民意座谈会、案件质效

推进会、人民法庭建设会等重要活动，征求意见和建议。与中国中小企业协会调解中

心等群团组织开展互动交流。邀请省内知名专家学者参与疑难案件专家论证、发改案

件讨论评价、重点工作经验传授等，为审判工作“把脉定向”提供参考。

  “法院近期提出的各项工作要求和法律理念使我感触颇多。作为一名民事法官，

在过往的案件处理中更专注于判决结果的正确性，很大程度上忽视对于‘程序’这一

宝藏的挖掘。如今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些案件在庭审前就能够排除疑点、厘清争

点，使庭审过程更加顺畅，甚至无需开庭即能解决纠纷。”铁东区人民法院法官季

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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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疫网络谣言屡禁不绝危害大 专家提出

网络平台可建谣言联合惩戒机制
调查动机

  “德尔塔奥密克戎共循环”“一景区6名阳

康游客心衰死亡”“北京自来水阳了”“由于疫

情原因快递业1月8日停业”……一段时间以

来，涉疫网络谣言四起，歪曲国家防疫政策，

消解群众抗疫信心，严重危害社会稳定，人民

群众深恶痛绝。

  近日，中央网信办通报涉疫谣言典型案

例，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坚决打击造谣传

谣行为，从严查处发布谣言的账号主体，同时

欢迎有关部门和网民积极参与举报，提供有

关线索，合力铲除网络谣言生存土壤。

  涉疫谣言为什么屡禁不绝，一些谣言为

何辟谣后又卷土重来，如何开展有效整治净

化网络空间？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深入

调查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