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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0日起，公安部开展为期100天的网络谣言打击整治专项行动，以强有力的实际行动整治网络谣言问题乱象，有效

净化网络生态，积极营造清朗有序的网络环境。本报今天刊发一组相关报道，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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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董凡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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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为期100天

的网络谣言打击整治专项行动。

　　《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行动期间，全国公安机

关共侦办案件2300余起，整治互联网平台企业近8000

家（次），依法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1万余个，清理网络

谣言信息70.5万余条，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坚决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

严打造谣传谣乱象

　　专项行动中，各地公安机关按照“以打开路、以打

促治”的思路，分类分级、依法严厉打击了一批借热点

案事件有组织编造传播谣言的策划者、组织者和主要

实施者。专项行动中，共侦办此类案件500余起，约占案

件总数的21%。其中，云南公安机关对编造发布“云南工

商学院有女生遭3名黑人性侵”网络谣言的李某某依法

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四川公安机关对编造发布“大

学生涉嫌卖淫800余次，赚120余万元”网络谣言的唐某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当前一些自媒体人员在‘流量经济’的驱动下，为

了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流量，不惜以身试法，利用公

众的焦虑、宣泄、同情弱者、围观猎奇等心理，搬

运加工、二次创作、东拼西凑、张冠李戴甚至

直接造谣，挑动网民情绪、撕裂社会共

识、污染网络生态，必须坚决依法打

击。”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副局长李彤表示，专项行

动开展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侦办以博取关注、吸粉引

流为目的的编造网络谣言案件1000余起，关停或禁言造

谣传谣网络账号1万余个。在广东公安机关依法查处陈

某某编造“被绑架索要50万赎金”案中，陈某某为吸引流

量，让自己的网络视频账号迅速涨粉，在广东深圳某地

自编、自导、自演了“自己被绑架”的剧情，并配发“索要

50万元赎金”的文字，相关视频发布后迅速引发大范围

传播扩散，严重扰乱公共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经

深圳公安机关依法调查，陈某某对违法犯罪行为供认

不讳。目前，深圳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陈某某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对其造谣网络账号采取禁言措施。

深挖查处犯罪团伙

　　河北公安机关侦破一起“利用热点话题炒作实施

敲诈勒索”的“网络水军”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81人；

浙江公安机关侦办一起使用群控软件提供虚假“转评

赞”服务的“网络水军”案件，目前已依法刑事处理9

人；山东公安机关侦办一起粉丝数量超过150万的网

络“大V”利用制造热点话题实施敲诈勒索的“网络水

军”案件，目前已依法刑事处理3人……

　　据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政委孙劲峰介绍，公安

机关将网络谣言打击整治专项行动与“净网2023”、打

击整治“网络水军”专项行动紧密结合，对编造传播虚

假信息“造热点”“蹭热点”“带节奏”，利用热点话题炒

作实施敲诈勒索，通过炒作热点案事件引流牟利，以

及为虚假信息有偿代刷“转评赞”的“网络水军”团伙

扩线深挖，依法开展侦查调查和打击处置。专项行动

中，依法侦办“网络水军”案件13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

人620余人。

　　孙劲峰指出，“网络水军”在造谣传谣违法犯罪活

动中的表现形式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部分“网络水

军”团伙公司化运作，运营大量自媒体账号，通过批量

编造发布各类虚假文章、视频吸引眼球、引流牟利；二

是部分“网络水军”团伙在热点舆情事件中，编造传播

虚假信息“蹭热点”收割流量，甚至“造热点”，裹挟舆论、

误导公众；三是一些不法分子开设假冒媒体网站和自

媒体账号，打着“舆论监督”等旗号，以编发炒作虚假的

负面信息相要挟，实施敲诈勒索，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侵犯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在安徽公安机关依法查处的一起“网络水军”案

件中，犯罪嫌疑人刘某某组织人员开设多个自媒体账

号，大量编发相关企业虚假文章，以负面炒作等方式

相要挟，实施敲诈勒索，共作案100余起。目前，安徽公

安机关已对涉案犯罪嫌疑人全部依法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涉案账号均已关停。对此，公安机关将坚持问题

导向，聚焦作案动机、目的和危害，持续分类实施集群

打击，严厉打击炮制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网上秩序的造

谣传谣人员和借热点话题实施敲诈勒索等“网络水

军”团伙，全力挤压其违法犯罪活动空间，切实维护网

络公共秩序。

加强源头综合治理

　　在网站平台源头综合治理方面，各地公安机关

在专项行动期间，组织开展“拉网式”谣言信息清理

工作，督导网站平台完善信息发布审核、用户实名

管理等制度，从源头堵住网络谣言传播风险，累计

组织签订责任书2180份，开展网站平台监督检查

5896家（次），约谈企业652家，责令限期整改323家

（次）。同时，持续加强案件线索核查和“一案双查”

工作力度，依法查处不履行网络信息安全管理义务

等问题突出的网站平台，及时消除一批网上安全隐

患，全力营造清朗有序网络环境。

　　湖南公安机关对拒不履行主体责任和义务，造

成网络谣言大量传播扩散的某短视频平台开展“一

案双查”，依法作出责令整改并罚款10万元的行政

处罚。江苏公安机关对不履行网络信息安全义务，

造成网络谣言传播的某科技公司予以警告，并责令

限期整改。此外，北京、广东、上海公安机关与新浪

微博、快手、腾讯、小红书等大型互联网平台联合发

布“拒绝网络谣言 清朗网络环境”倡议书，号召广

大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和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

共同维护良好网络秩序。

　　据孙劲峰介绍，专项行动中，各地公安机关综合

运用警情通报、新闻发布会、媒体采访报道等多种形

式，加强普法宣传教育，积极教育引导广大网民和互

联网企业平台依法上网、依法办网。截至目前，全国公

安机关已累计发布相关宣传报道文章1.5万余篇，利用

“公安部网安局”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宣传

曝光典型案例1400余起。

　　当前，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正在开展主题为

“打击网络谣言、网警在行动”的宣传周活动，进一步

提升广大群众对网络谣言的辨别力，努力在全社会营

造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的良好氛围。

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网络环境
网络谣言打击整治专项行动战果显著

□ 本报记者 董凡超

　　

　　当前网络谣言主要集中在哪些

领域、哪些话题？“网络水军”在造谣

传谣违法犯罪活动中有哪些表现形

式？公安机关将如何打击这一类犯罪

行为？

　　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二级巡视

员张俊兵近日围绕上述问题进行了权威

解读。

　　据张俊兵介绍，网络谣言滋生主要有以

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一些自媒体为了吸引

网民关注，蓄意制造热点、爆点舆情，从而达到吸

粉引流、增加广告收入、赚取平台补贴甚至直播带

货的目的；二是一些“网络水军”团伙通过编造传

播虚假信息“造热点”“蹭热点”“带节奏”，或炒作

敏感案事件进行引流牟利、实施敲诈勒索；三是在

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因素影响下，一些网民极易被

谣言信息带偏认知，形成误导信息的“虹吸现

象”，客观上助推谣言的传播扩散；四是个别

网站企业落实网络安全主体责任不到位，导致网

络谣言和网络暴力言论大量传播扩散。

　　张俊兵表示，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公安

机关对谣言类信息涉及的事件、部门、单位进行

了逐一核查，清理了70.5万余条谣言信息，依法侦

办了2300余起谣言案件。从这些信息、线索和案件

中分析，当前网络谣言可分为5大类：一是“旧谣

新传”类谣言。近年来，涉及“偷、抢儿童”等“老旧

谣言”在网上反复传播，在全国范围内频繁出现，

舆论关注度高，容易引起社会负面情绪，公安机

关对此类谣言开展了针对性打击。四川公安机关

依法查处10名编造传播“人贩子在越西偷了很多

家，现在被警察抓到了”网络谣言的网民，并对造

谣传谣网络账号采取关停、禁言等处罚措施；湖

南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两名编造“湖南三个孩子被

偷，疑似被贩卖器官”网络谣言网民，并对造谣传

谣网络账号采取禁言处罚措施。二是热点案事件

的伴生谣言。热点案事件发生后，往往带有巨大

网络流量，一些人员借机编造发布涉事网络谣

言，以达到蹭流量、博取关注的目的。三是利用新

技术新应用编造谣言。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

一些不法人员利用人工智能软件自动汇聚编造

网络谣言；一些不法人员甚至使用黑客技术对网

站平台进行攻击篡改，获取管理权限后发布谣言

信息。在甘肃公安机关依法侦办的一起网络谣言

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洪某某利用网上搜索到的相

关事故信息，以人工智能软件编辑整合成“火车

撞上正在修路的工人，导致9人死亡”的谣言进行

发布。目前，洪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四是涉校园安全类谣言。当前，学生安

全和校园安全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一些不法

人员迎合这种社会情绪与大众关切，为博取眼

球、吸粉引流故意编造发布涉校园安全类谣言，

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如湖北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

留1名为博取流量和关注，编造发布“初三女生在

校被捅13刀”网络谣言的网民；山西公安机关依

法行政拘留1名编造发布“武乡发生一起入室强

奸多名不满14岁学生案件”网络谣言的网民。五

是涉自然灾害类谣言。我国自然灾害种类多、分

布地域广，相关谣言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关

注度高，且极易引发群众恐慌情绪，给当地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造成影响。一些网民为了博取关

注，故意编造涉自然灾害类谣言。黑龙江公安机

关对1名为博取关注，编造发布“城子河火山岩即

将爆发”网络谣言的网民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四

川公安机关对1名为博取关注，故意编造发布“宁

南县将发生地震比汶川还要凶”网络谣言的网民

依法予以行政拘留。

　　“建议广大网民朋友坚持做到‘三不’，即‘不

造谣、不传谣、不信谣’，自觉抵制网络谣言，加强

自我防范。”张俊兵说，编造传播网络谣言，侵犯公

民个人权益，扰乱网络秩序和社会公共秩序的，涉

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造成公共秩序

严重混乱的，还涉嫌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寻衅滋事

等犯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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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网络谣言违法犯罪线索时，及时向公安

机关举报。公安机关将持续加强网络谣言违法犯

罪的普法宣传，并依法严厉打击造谣、传谣违法犯

罪行为。

□ 本报记者 董凡超

　　今年5月，四川齐某某看到“湖北武汉一小

学生在校内被老师撞倒二次碾压身亡”相关信

息后，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在某网站平台编造

发布“小孩妈妈哭得伤心都是演戏，一共赔偿了

260万，足够他们一家人过上好日子，还想怎样”

等谣言信息，引发大量传播扩散，造成恶劣社会

影响。经四川成都公安机关依法调查，齐

某某对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

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齐某某

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

并对其造谣网络账号

采取关停措施。

　　该案是公安部7月

21日公布的网络谣言

打击整治专项行动十

起典型案例中的一

起。此次公布的典型

案例还包括：天津

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赵某某编造发布

“顺驰小学学生被

打死，孩子母亲

跳楼”网络谣言

案、山东公安机

关依法查处一

起MCN机构造谣引流案、上海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贺某编造发布“上海地铁站发生无差别杀人”网络

谣言案、湖南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张某某编造发布

“5月18日怀化大雨，淹死了3人”网络谣言案、四川

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唐某编造发布“绵阳大学生卖

淫800多次，赚120余万元”网络谣言案、黑龙江公安

机关依法查处侯某某编造发布“小区发生多起尾

随老人和单身女性抢劫案件”网络谣言案、安徽公

安机关依法查处一起“网络水军”团伙造谣敲诈

案、河北公安机关依法查处肖某编造发布“一女子

用零食诱骗小朋友后进行屠杀”网络谣言案。

　　今年5月，天津赵某某为博取关注，在某网站

平台编造发布“顺驰小学两孩子打架，一个孩子被

打死了，死的孩子他妈去学校跳楼去了”的谣言信

息，引发一定范围传播扩散，造成不良影响。经天

津公安机关依法调查，赵某某对违法行为供认不

讳。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赵某某处以行政拘留

的处罚，并对其造谣网络账号采取关停措施。

　　今年5月以来，某MCN机构员工杨某某运营

30余个自媒体账号，借助人工智能软件在网上

搜集素材，编造制作“山东发生一起毒饵害人凶

案，因高利贷下毒杀死4人”等多个虚假视频，制

造舆论热点，借机赚取流量收益。经山东公安机

关依法调查，涉案机构及人员对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杨某某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对涉案MCN机构处以行政处罚，对涉

案账号均已采取关停措施。

　　今年6月，上海贺某为吸引流量博取关注，

将上海轨交民警正在救助突发疾病的群众照片

故意编造为“上海地铁站无差别杀人”的谣言信

息，并在某网站平台发布，引发一定范围传播扩

散，造成不良影响。经上海公安机关依法调查，

贺某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上海公安机

关已依法对贺某处以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造

谣网络账号采取关停措施。

　　今年5月，江西陈某某为博取关注、骗取捐款，

在某网站平台编造发布“抚州上游水库坝体坍塌，

受灾群众哭喊声响彻全镇，犹如人间炼狱”的谣言

信息，并借机编造发布《关于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

梨溪镇受灾捐赠倡议书》，呼吁社会进行捐赠，意

图非法牟利。相关谣言信息在当地引发一定范围

传播扩散，造成不良影响。经江西抚州公安机关依

法调查，陈某某对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公安

机关已依法对陈某某处以行政拘留处罚，对其造

谣网络账号采取关停措施。

　　今年5月，湖南张某某为博取关注，在某网

站平台编造发布“5月18日怀化大雨，淹死了3人”

的谣言信息，造成不良影响。经湖南怀化公安机

关依法调查，张某某利用黑客技术对该网站平

台实施攻击，篡改网站平台内容，编造发布上述

谣言信息。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张某某处以

行政拘留并罚款的处罚；同时，对未充分履行网

络安全保护义务的上述网站平台及法人分别处

以行政罚款的处罚，并责令限期改正。

　　今年6月，四川唐某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编造

“绵阳大学生卖淫800多次，赚120余万元”的谣言

信息后在某网站平台发布，引发大范围传播扩

散，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经四川绵阳公安机关依

法调查，唐某对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公安

机关已依法对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对其

造谣的网络账号采取关停措施。

　　今年4月，黑龙江侯某某为博取关注、吸引眼

球，在某网站平台编造发布“小区发生多起尾随老

人和单身女性抢劫案件”的谣言信息，引发一定范

围的传播扩散，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经黑龙江哈尔

滨公安机关依法调查，侯某某对违法行为供认不

讳。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侯某某处以行政处

罚，并对其造谣网络账号采取关停措施。

　　今年3月以来，刘某某组织人员开设多个自

媒体账号，大量编发相关企业虚假文章，以负面

炒作等方式相要挟实施敲诈勒索，作案100余

起。经安徽公安机关依法调查，涉案人员对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安徽公安机关已对涉案犯

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对涉案网络账

号采取关停措施。

　　今年5月，河北肖某为博取关注，在某网站

平台编造发布“一女子买了两三百元零食，诱

骗多名在小区玩耍的小朋友跟其回家，到家后

开始疯狂地屠杀”的谣言信息，在当地引发一

定范围传播扩散，造成不良影响。经河北邯郸

公安机关依法调查，肖某对违法行为供认不

讳。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肖某处以行政拘

留的处罚，并对造谣网络账号采取关停措施。

漫画/高岳  

公安部网安局有关负责人披露五类常见网络谣言

谁在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蹭热点”“带节奏”

造谣武汉被碾压小学生母亲者被行拘
公安部公布网络谣言打击整治专项行动第三批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