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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志疆

　　农历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为营造喜庆祥和的

春节网上氛围，中央网信办决定开展为期1个月的

“清朗·2024年春节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整

治炮制虚假信息、恶意营销炒作、宣扬猎奇行为、违

背公序良俗等六方面问题。

　　随着科技的发展，上网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每

逢春节，网络空间总是格外热闹。一方面，网络已经

成为不少人获取信息、沟通交流的重要载体，节假日

期间，公众的信息需求无疑更大；另一方面，忙碌了

一年之后，很多人都希望通过网络参与互动、愉悦身

心。因此，净化网络生态、维护网络秩序就显得格外

重要。

　　此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六方面问题，其中多个

问题都与春节息息相关。例如：借春节档影视作品、

明星网红等话题，挑起互撕谩骂、煽动对立情绪；打

着改命转运、破除太岁的旗号，鼓吹炒作封建迷信陋

习……这些问题不仅污染网络空间，而且会给青少

年造成严重危害。因此，专项行动把“危害未成年人

身心健康问题”作为整治重点。

　　如今，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普及率越来越高。去

年12月，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等发布的《第

5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

截至2022年年底，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达1.93亿

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已达97.2%。应该看到，面

对各类不良的网络内容，最容易受到侵染和伤害的

就是未成年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未成年人普遍缺

乏判断力，而且具有很强的好奇心与模仿力，很容易

单纯觉得“好玩”“很酷”而跟风，进而在网络空间中

迷失方向。

　　正如近日有媒体报道，不少网络流行语、网络热

梗在未成年人群体中流行，有的孩子说话夹杂着大

量格调低下的网络流行语，令家长和老师倍感苦恼

和忧虑。粗鄙的网络用语在未成年人之间“流行”，显

然是不良网络文化所致。而不良网络文化，影响的显

然不只是语言——— 无论是互撕谩骂、刷分控评，还是

炫富斗富、铺张浪费，太多乱象虽肇始于线上，但在

线下愈演愈烈。因此，整治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问

题不仅必要，而且重要。

　　春节期间，中小学生都放假在家，健康上网是一

个绕不开的话题，而这不仅体现在对上网时长的管

理上，而且体现在对网络内容的筛选上。因此，此次

专项行动在整治“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问题”时特

别强调，要整治“突破青少年模式关于时间、内容等

方面的限制要求，向未成年人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

变相提供诱导沉迷的产品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未成年人

网络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明确了有关政府

部门和企业、学校、家庭、行业组织、新闻媒体等在未

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中的职责。其中特别强化了网

络平台的管理责任。譬如：规定未成年人用户数量巨

大，或者对未成年人群体具有显著影响的网络平台

服务提供者，应当履行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义务；网

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合理限制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

在使用其服务中的消费数额，防范和抵制流量至上

等不良价值倾向。此次专项行动也明确要求，督促重

点网站平台成立工作专班，加强春节期间值班值守，

深入排查问题漏洞，切实加强内容审核管理。这无疑

有助于进一步压实平台责任，让平台切实当好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的“守门人”。

　　作为从小就习惯数字化生存的“网络原住

民”——— 现在的未成年人已普遍接受并适应了网络

生活。与此同时，对于那些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来

说，鱼龙混杂的网络内容也充满了诱惑和威胁。构筑

起未成年人健康上网的“防火墙”，不仅需要有关部

门建制立规，而且需要互联网企业不断完善和优化

内部管理——— 这既是一种责任和义务，更是推动行

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关键。

　　在春节即将到来之际，线上线下都需要来一场

彻底大扫除，以崭新的姿态共建共享美好精神家园。

作为《条例》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春节，落实未成年人

网络保护的综合措施，不妨从净化春节期间的网络

空间做起。为期1个月的“清朗·2024年春节网络环境

整治”专项行动，也预示着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体系这项工作，将迎来全面升级。

为孩子们筑牢健康上网“防火墙”

图说世象

□ 夏 扬

　　春节临近，年味渐浓。在互联网上，

“年味此处寻”“年味到底是一种什么味”

等成为热门话题。其实今年春节，还有一

个十分重要的特殊意义，这就是不久前联

合国大会第78届会议经协商一致，将农历

新年（春节）确定为联合国假日。这说明，

我国春节已然成为世界性节日符号。

　　春节作为中国传统民俗节日，不仅

是阖家团圆、辞旧迎新的日子，传承着和

睦、和谐等中华文明理念，而且承载着社

会包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全人类共

同价值。许多国家和地区把春节作为法

定节假日，全球约五分之一的人口以不

同形式庆祝春节。

　　春节被联合国确定为假期，体现了

国际社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视，展现

了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联合

国此次以会议决议方式作出决定，其间

经中国代表团提议、Lunar New Year名

称的谨慎选择以及会议的协商最终确

立，可以说，严谨的议事过程、严格设置

的程序以及法律化的言语表达使得结果

得到广泛认同并将得到有效贯彻。

　　联合国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在面对

复杂的国际社会时，正是依靠共同遵守

的法律规范，才使开斋节、卫塞节等传统

各异、风俗差别巨大的节日成为联合国

假日。

  其实，法律在规范节庆和风俗习惯

时往往会涉及更多的利益协调，而这将更加考验对法治

细节的把握，同时也需要更多的实践经验。以法律规范风

俗习惯也一直是我国古代法的传统。早在夏商时期，我们

便有了自己的历法和节日。至秦汉时期，汉武帝所颁太初

历将正月初一正式定为新年的起始。国家颁布历法、祭祀

新年时有着严格的礼仪，这些礼仪被后代不断加以完善、

规范。正是这些活动的规范性和仪式性，使得节日更具影

响力，礼仪也因此落入民间，逐渐形成民间年俗。

　　我国民间年俗多与百姓生活有关，自宋代起，年俗逐

渐发展出除夕守岁、燃放爆竹等传统，这些民俗后来被国

家以法律加以规制。如唐宋时规定节日不得肆意宰杀牲

畜等。国家尊重民间善良风俗的发展，但也以法律对明显

背离主流价值观的节日活动加以纠正。由此形成了风俗

习惯与国家法律之间的互动关系。

　　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劳动方式的转

变，一些传统年俗，如“扫房子”“祭灶神”等逐渐远离了城

市居民的生活场景，“办年货”“穿新衣”等似乎也不再有

特别的吸引力。一些重要的年俗活动、年味的项目，如燃

放烟花爆竹，也因易造成噪声、空气污染以及人身伤害等

原因，被有些地方禁止。这些问题都引发了人们对于保护

和传承我们传统文化的讨论。

　　我们应当如何保护和传承传统节庆民俗？此次，联合

国决议将农历新年确立为假日，是我国践行全球文明倡

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务实行动。这说明中国

的，也是世界的。节庆民俗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应当

总结此次成功的经验，在国际舞台上进一步利用现有规

则去传播我们的传统文化。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春节已被

选定于2024年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对于进一步

提高春节的影响力、保护传统文化具有积极意义。

　　同时，我们必须强调以法治思维推进传统节庆民俗的

保护。目前，传统节日如清明、端午和中秋被定为法定假日，

这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

用。针对一些地方全面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全

国人大法工委在2023年的备案审查工作报告中指出，完全

禁燃烟花爆竹的规定与上位法不符。我们应该理性看待燃

放烟花爆竹，不能一味地“堵”，而应该“疏”“堵”结合。近一

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明确了在特定

时间段、特定区域可以燃放，这也体现出法治的进步。

　　年俗是不断变动和发展的。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手机

上抢红包等替代了传统压岁钱，短信贺岁替代了传统拜年，

看直播购物替代了逛大集。这启示我们，在传承好传统文化

的同时，也要正视时代的发展。通过不断加强立法，以法律

倡导移风易俗，促使新民俗与传统风俗保护相伴而行，以法

律宣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引导人们更加重视传统文化。

　　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独特的民间习俗和文化传统

愈发珍贵。春节年俗发端于民间，有着复杂的形式和多样

的发展表现，以法治加以保护和推广是可行和必需的，我

们要让法治成为春节年俗的最亮底色。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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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两男子因发生矛

盾在地铁站台上扭打，为阻

止另一人离去，其中一名男

子用身体阻挡车门关闭，导

致列车延误。目前，二人因妨

碍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

殴打他人，被警方依法行政

拘留。

  点评：肢体攻击和挡地

铁门绝非解决问题之道，既

危害公共安全和交通秩序，

又逾越了法律红线，理当受

到严惩。

文/王雨桐  

微言法评

□ 宁 馨

　　

　　晏婴，又称晏子，是春秋末期齐国著名的

政治家、思想家和外交家。当时，“周室衰，礼

法堕”，齐国正从霸业走向衰败。齐景公时期

他担任齐相，内安社稷，外靖邻邦，身处乱世，

显名诸侯。

　　《史记》记载，齐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

奢侈，厚赋重刑”。他常常因一只鸟、一匹马、

一棵树，便重则治人死罪，轻则处人刖刑砍

足，造成“拘者满圄，怨者满朝”的局面。晏子

早就想劝谏国君，为民请命，减轻刑罚。一日，

齐景公对晏子说：“你住的地方狭小潮湿，又

离市集太近，很是嘈杂，如何居住？我为你另

择一处环境优美、宽敞明亮的住所吧。”晏子连忙说：“我的先族

一直在此居住，我的德行不配继承它，这对我来说很奢侈。况且

这里离市集很近，采买物品很是方便，怎敢烦扰百姓为我另建

呢？”于是，齐景公问晏子：“你靠近市场，知道什么东西贵？什么

东西便宜吗？”当时，受过刖刑之人穿的一种特制工具叫“踊”，按

现在的话就是一种假肢。平常百姓穿的鞋叫“屦”，是一般用麻葛

做成的布鞋草鞋。卖假肢的生意十分兴隆，而卖鞋的行业很是萧

条。晏子回答说：“踊贵而屦贱”。景公听完，脸上面带愧色，悲悯

凄怆之情油然而生。因此下令，减省酷刑。“踊贵屦贱”出自《左

传·昭公三年》，用来讽刺滥施刑罚，世态失常。

　　晏子巧妙地利用市场的价格“讽公省刑”，使景公醒悟，既反

映了晏子高超的从政技巧，更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晏

子在长期主政实践中，致力于继承和发展管仲的“以人为本”“以

法治国”“令顺民心”等思想。《晏子春秋》记载，“卑而不失尊，曲

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这是在目前发现的中国文献中，第

一次明确提出“以民为本”的语义概念。晏子常常劝谏景公“言

不中不言，行不法不为”，践行法治。他明确主张“修法治，广政

教”“刑罚中于法，废置顺于民”，强调刑罚既不可繁苛，也不可

疏漏，要合乎法度，恰到好处；废止和设立法令都要体察民情，

顺乎民意。在晏子看来，法令不仅是制裁民众的手段，而且是

利用民力、争取民心的工具。他坚持礼法兼治，采取“薄赋敛，

省刑罚，减徭役”等民本措施。这些“以民为本”的思想和实践，

有着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成为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重要源头，

为后世的民本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

文化的组成部分。

　　《晏子春秋》对这次劝谏给予了高度评价：“仁人之言，其利

博哉！晏子一言，而齐侯省刑。”正可谓：晏子居陋巷，薄身厚民

邦。踊贵而屦贱，省刑谏有方。司马迁在《史记·管婴列传》中将晏

子与管仲齐名，对晏婴的敬仰之情跃然纸上：“假令晏子而在，余

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 郭勇辉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了第二批检察机

关贯彻实施民法典典型案例。案例涉及民法典总

则、物权、合同、婚姻家庭等多编内容，涵盖法官

自由裁量权评价、公序良俗原则适用等实践中的

热点难点问题，充分彰显了民事检察监督在民法

典实施中的重要作用。

　　民法典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

对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等作出了详实

规定，并规定侵权责任，明确权利受到削弱、减

损、侵害时的请求权和救济权等。实施好民法典

对于保障人民权益，实现和发展人民群众对良法

善治美好期待具有重要意义。

　　民事检察监督是我国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

的一项重要职能，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检察工作中最贴近民众、直接

服务民生的窗口之一。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

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作为实体法，民法典只有

在具体的程序中，才能实现其所确立的各项民事

权利，这就要求检察机关不断加强对民事审判活

动、民事生效裁判、民事执行等各方面监督。

　　此次发布的这批典型案例体现了民事检察

监督的广泛性、全方位和立体性。在内容上涵盖

了生活中发生的婚姻家庭、物权、合同、侵权责任

等各类民商事纠纷；在具体法律问题上，涉及公

序良俗原则适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等热点问

题；在检察履职上，涵盖了数字检察模型应用、司

法救助等内容，充分展现了检察机关在支持起

诉、审判监督、执行监督等民事检察全流程和各

环节的作用，体现出民事检察部门加强对民事案

件的全流程监督，以个案精准监督、类案监督及

延伸参与社会治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积极作为。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民法典的立法

目的之一。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体现出检察机关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监督实践。如在

冯某与李某赠与合同纠纷抗诉案中，检察机关对

第三者插足婚姻并从中牟利行为给予否定评判，

引导社会形成正确的婚姻观、金钱观，促进人们

养成良好家德家风。

　　民法典秉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

有针对性地对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等群体的

权益保障作了专门的制度安排。如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明确规定，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禁止家庭

暴力，保护妇女、未成年人等的合法权益，并规定

实施家庭暴力、有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是准予离

婚的法定情形。此次典型案例中也有涉及相关类

型的案件。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全面准确把握民法

典立法精神，依法保护被家暴妇女合法权益。

　　如在黄某与余某离婚纠纷支持起诉案中，检

察机关适用民法典关于法定情形下调解无效应

当准予离婚的规定，通过支持起诉支持黄某依法

维权，有效维护了黄某的合法权利。同时，检察机

关还主动协助被家暴妇女申请法律援助，同步开

展司法救助、协同保护、维权引导、生活就业帮扶

等工作，解决了黄某及其未成年子女生活困境，

最大限度实现支持起诉保护困难群体的制度价

值，切实让民法典这部公民权利保护“宝典”真正

落地，“典”亮人心。

　　这批案例还体现了检察机关对能动司法的

深入践行。如在陈某善等人与宋某坤、山东某物

流有限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抗诉案

中，检察机关发现，没有取得保险业务经营许可

的物联网交通安全统筹被直接等同于商业保险

的情况普遍存在，极大扰乱了该地区的金融管理

秩序，遂向相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

议，得到积极回应，最终推动行业管理和诉源治

理。这反映出在办理具体案件中，检察机关并不

是就案办案，而是由点及面，深入分析个案背后

的深层原因，发现个案背后的类案问题，延伸职

能，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这批典型案例，凝结着检察机关的司法为民

情怀，是民事检察部门履行法定职能、维护人民

群众合法权益的生动实践。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

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期待检察机关更加

积极作为，持续做好对民事诉讼活动的各个流程

和环节监督工作，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法治的

力量和温度，让公平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不断增强老百姓的法治获得感。

（作者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全流程监督让公平正义看得见
热点聚焦

法律人语

□ 史奉楚

　　近期，重庆武隆警方侦破一起特大制售假酒

案，抓获涉案人员53名，摧毁一个辐射全国的“特

供”假酒包装、生产、批发销售网络，揭开“特供”

假酒黑产内幕。公安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根据相关规定，目前市场流通的“特

供”“内供”“专供”酒均系非法产品。

　　此类假酒案件近年来并不少见。有数据显

示，2021年12月至2022年3月，北京警方先后破获

各类假酒案件25起，查获假酒4万余瓶、包材40余

万件，其中就包括大量“特供”酒。而从此次重庆

警方破获的案件来看，这些“特供”酒以普通基

酒灌装，加上酒瓶和包装盒，成本也不过四五十

元。同时，涉案假酒不仅在包装上非法印制了与

知名品牌白酒相同的注册商标，而且包装上还

醒目地使用了党政军机关“特供”“内供”“专供”

等标识字样。可以说，制售“特供”酒行为不仅欺

骗了消费者，而且侵犯了正规企业的商标权和

名誉权，扰乱了市场秩序。更为恶劣的是，损害

了国家机关的形象和公信力，必须予以严厉

打击。

　　其实早在2013年11月，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就下发通知，要求酒类企业不准生产标

注有“特供”“专供”“专用”“特制”“特需”等字

样的白酒。2020年9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组织

开展清理整治网络销售和宣传“特供”“专供”

标识商品专项行动。2022年，公安部等六部门

联合发布《关于禁止销售“军”字号烟酒等商品

的通告》。近年来，在有关部门持续开展相关打

击整治工作的作用下，制售“特供”酒泛滥势头

已得到一定遏制。然而从现实看，其仍有死灰

复燃风险。而为逃避监管，一些“特供”酒甚至

转入“地下”销售，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也给查处

工作带来难度。

　　此类假酒之所以屡禁不绝，和市场需求、消

费者心理有很大关系。一方面，“特供”产品在一

些圈层很受欢迎，成为一些人炫富和宴请的招

牌；另一方面，有消费者出于收藏、送礼等目

的，愿意花高价购买此类酒品，如此既能彰显

自身实力，也能让收礼者高兴。因而在一定程

度上，这些“特供”酒变成了具有社交甚至金融

属性的特殊产品。造假者正是瞄准了部分消费

者爱虚荣，撑面子的心理，才敢肆无忌惮地制

售“特供”酒。

　　无论以什么名义制售这类酒，其行为都贻害

无穷，必须从多方面入手，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

决遏制其蔓延势头。首先，有关部门要加强制假

源头管控，针对“特供”酒包材集中流通区域的特

点，注重城乡接合部、城中村等地点，以及线上渠

道，通过大数据技术筛查异常的网络推销，搜集

疑似造假线索，并从包装材料、商标制作、物流寄

递等各个环节入手查处违法行为。

　　其次，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要积极发挥作

用，督促引导酒类生产企业和从业人员强化行业

自律，自觉遵规守法，严格落实酒类产品质量安

全标准，并对酒类包装材料的生产和流通环节进

行有效监督。

　　最后，消费者也应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消费

观，充分认识到流向市场的“特供”酒只是骗人的

把戏，发现相关产品要积极举报。总之，只有从消

费端堵住“特供”酒的市场需求，从源头端切断其

造假资源，才能让“特供”酒彻底销声匿迹。

合力打击制售“特供”酒行为
法治民生

必须时刻重视消防安全

　　近日，贵州贵阳一业主发布视频称，因小区有人放烟花导致

自己家中发生火情，在救火时发现，楼道内的消防水带接不上消

火栓的出水口，导致灭火被耽误近半小时。当地有关部门对此表

示，事发小区未申报消防验收相关手续，也未通过竣工验收，正

在对此事件展开调查。

　　在此事中，火灾虽由他人无心引起，但却因为消防设施的问

题，导致损失进一步扩大。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为何事发小区

的消防验收手续不齐全却未被有关部门要求及时整改？恐怕这

还需要有关方面作出进一步回应。春节临近，类似的消防安全隐

患必须引起各方高度重视。相关部门应切实加强消防安全管理，

确保消防设施设备完好、消防通道畅通、火灾隐患及时整改。广

大群众也要关注消防安全，学习消防知识，提高消防安全意识，

在日常生活中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加强火源管理，共同打造

一个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梁璐）  

机票退改规则应合法合理

  “1200元机票钱一分不退，只退燃油基建费和订酒店的钱。”2月

4日，吴女士向《工人日报》反映，自己1月14日花1601元在某在线旅

游平台预订了1月24日“机票+酒店”套餐后，因临时有事于1月16日

想要取消订单，却发现1200元机票费用不能退，她觉得非常不合理。

  长期以来，机票退改难、退改贵问题饱受诟病。早在2018年，

民航局就下发《关于改进民航票务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航空公

司要合理确定客票退改签收费标准，特别要求制定机票退改签收

费“阶梯费率”；航空公司要统一规范直销和分销渠道的退改签制

度，确保全渠道（含直销、分销渠道）退改签收费标准一致。吴女

士预订“机票+酒店”套餐，在飞机起飞前几天退票，1200元机票

却一分不退，显然不合理、不合规。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

条例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时使用格式条款、

通知、声明等方式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

服务中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从实际看，平台和航空

公司没有做好有效的提醒和提示。解决机票退改难问题，关键是

平台和航空公司要严格落实“阶梯费率”的机票退改规则，确保

退改规则公开透明并以有效的方式告知消费者。相关部门也应

该不断细化规则，明确航空公司“自由裁量”的空间，加强对有委

托授权关系的在线旅游平台、销售代理企业的管理，严惩违规收

费行为。平台和航空公司应深知：只有做好服务，让消费者获得良

好消费体验，自身才能获得长远发展。 （高畅）  

漫画/高岳

　　构筑起未成年人健康

上网的“防火墙”，不仅需要

有关部门建制立规，而且需

要互联网企业不断完善和

优化内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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