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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见习记者 刘旭雨

  近日，湖南邵阳县网民唐某某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并配文：

“邵阳发洪水了，资江河河堤冲塌方了……”经核实，系为唐某某为

博眼球，罔顾事实，故意编造的虚假信息。

  6月19日，有广西桂林网民在短视频平台发布消息称：“接到上

级电话，平乐县新田水库塌了。”经核实，实为网民欧某某为博眼

球，罔顾事实，在网上下载他人视频，故意编造的虚假信息。

  7月11日，某网民发布信息称“重庆市忠县新立、三汇洪水泛滥

成灾，多人失联、损失惨重”。经核实，网传信息系谣言。

  近期，全国多地出现强降水，部分地区遭受水情灾害。然而，在

全民关注灾情、积极投身救灾工作之际，却有一些人散布关于灾情

的网络谣言趁机博取关注，像上述的网络谣言还有很多。这些行为

不仅干扰了正常的救灾秩序，还极大地引发了公众的不安与恐慌。

  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如何治理灾情下网络

谣言的滋生、传播，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要完善突发应

急事件公开机制，运用技术手段提高辨谣辟谣能力，网络平台应当

担负起对发布信息的监管、审核义务，制造、散布网络谣言者将会

面临行政处罚甚至涉嫌刑事犯罪。

灾情之下谣言四起

  “洪峰来袭，洞庭湖告急！”

  “洞庭湖决堤！湖南告急，数十万人生命财产受威胁！”

  ……

  2024年7月1日，账号“正能×××说事”在某社交平台发布了一

篇图文并茂的文章，图片中汹涌的洪水场景，配上煽动性的文字描

述，声称“洞庭湖突发决堤，洪水如猛兽般肆虐，湖南多地告急，预

计将有数十万人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

  记者注意到，文章还假借“目击者”之口，详细描述了洪水如何

冲垮堤防、淹没村庄的惊险过程，比如“我正准备出门干活，突然听

到声响，接着就看到洪水从堤坝缺口涌入。我赶紧就往高处跑，身

后的洪水眨眼间就淹没了房子和农田”。

  文章迅速在各大社交平台扩散，许多不明真相的网民纷纷转

发，导致当地民众人心惶惶，部分家庭甚至开始准备撤离。一些商

家也趁机哄抬物价，销售所谓的“防汛物资”。

  岳阳市网信办在接到举报后，立即启动应急机制，联合水利、

应急管理等部门对谣言进行核实。经多方查证，确认洞庭湖堤防安

全无虞，并未发生决堤事件。随后，网信办通过官方渠道发布辟谣

信息，并对谣言发布者进行了约谈和处罚，要求其删除不实内容并

公开道歉。

  同样，7月4日傍晚，某短视频平台用户“吴××”发布了一段短

视频，视频中数辆摩托车被洪水淹没，骑手们奋力挣扎。视频下方

定位为岳阳市，并配文：“放学接孩子，今年这天气是该给家里备艘

船了！”

  视频发出时，岳阳地区连日暴雨、防汛形势严峻，短视频因此

迅速获得了大量关注和点赞。许多网友看到视频后信以为真，纷纷

留言询问情况、表达担忧。一些家长甚至开始考虑如何接送孩子上

下学的问题。

  经相关部门查证，该视频实际上来源于国外某次洪水事件的

报道，与岳阳地区无关。公安机关依法对视频发布者吴某进行了行

政处罚，并要求其公开道歉、消除影响。

为求流量发布谣言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记者梳理近期被查处的多起涉汛网络谣言发现，大多是造

谣者为博眼球、吸引流量故意编造。

  6月24日，岳阳市网信办、市公安局网技支队巡查发现，网民廖某某在其名下公众号“岳

州××”发布文章称“长沙暴雨！地铁被淹！火车站水上浮动车站……”

  经查，该账号为博取眼球、吸引流量，未经核实即截取、拼接他人发布的不实消息。文章

一经发布，迅速引起网民关注，引发群众恐慌，社会影响恶劣。

  7月2日，廖某某对自己散布谣言博取关注的行为供认不讳，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对其采取

行政处罚措施。

  6月28日，湖南邵东的网民尹某某从网上下载外地涨水视频，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并配

文称“在大邵东，你不但要有车，还得有船才能正常出行”。

  经网信、公安部门核实，尹某某为博取流量，故意编造虚假信息，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

序。尹某某被邵东市公安局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无独有偶，7月6日晚间，一张模糊的视频截图在某社交平台中流传，画面中可见几辆摩

托车半浸在水中，旁边似乎有人影在挣扎。截图下方附有一段文字：“很多尸体我们在高处看

着随着汨罗江被冲走，有3万多人不见了！”这段耸人听闻的描述迅速引起了恐慌。

  由于汨罗江是当地重要的河流，且正值汛期，该谣言很快被大量转发，导致周边居民人

心惶惶，担心自己或亲友的安全。

  当地公安机关介入调查，通过技术手段追踪到谣言的源头——— 某平台用户名为“米卡”

的网民毛某某。经询问，毛某某承认自己是出于无聊和恶作剧的心态编造了这条谣言。当地

公安机关依法对其采取行政处罚措施，并责令其删除不实信息、消除影响。

  这些网络谣言被制成图文、视频，通过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等广泛传播，被许多不明真

相的网民转发，最终造成不良影响。

  不仅如此，一些网络谣言更是借助“AI创作”，短时间捏造出大量网络谣言，使得造谣成

本一降再降。

  近日，湖南洪江网民杨某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一则视频，画面显示满载杨梅的果树被洪水

淹了一半，评论区不少网友评论“好可怕，果树都被淹了一半，更何况房屋”。

  经核实，该视频系杨某运用AI技术将河水与果树图片拼接在一起，故意编造的虚假信

息，造成大雨涨水淹没果树的假象，部分群众信以为真，引发民众恐慌。

  当地网信部门联动属地公安部门，对自媒体账号负责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和约谈。目前，

该视频已删除。

依法治理涉灾谣言

  为维护清朗网络传播秩序，多地网信部门持续加大网络谣言打击力度，取得一定成效。

  7月7日，湖南网信部门与公安机关密切协作联动，加大对近期防汛救灾中违法账号和有

关造谣人员的查处力度。目前，共依法对发布网络汛情谣言的“姚瑶××”“岳州××”“黄家

湾××”等19名网络账号持有人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依法对发布恶搞夸张等不实信息的

“佳×”“越走越××”等19个账号持有人依法进行约谈和批评教育。 

  受访专家认为，灾害面前，应用法律手段终结谣言。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晓峰认为，要运用技术手段提高辨谣辟谣能力。大模型时代

下可以应用机器学习方法提炼谣言的一般性特征，并训练调试人工智能算法模型，由机器提

供辅助，实现对谣言的高效准确识别；科学设定谣言传播预警阈值，应用大数据技术实时监

测舆论场，一旦谣言引发的负面社会影响超过阈值，便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而针对网络谣言的制造者、传播者，在朱晓峰看来，其要为自己的言行承担行政或刑事责任。

至于是否加重，则需要看现行法律对此是否有明确规定，若法律未明确规定，则不宜加重处罚。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岳强对记者说，发生网络安全事件后，相关部门应当

立即启动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对网络安全事件进行调查和评估，要求网络运营者采取技术

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消除安全隐患，防止危害扩大，并及时向社会发布与公众有关的警示信

息。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可以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该网络的运营者的法定代表人或

者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网络运营者应当按照要求采取措施，进行整改，消除隐患。

  朱晓峰建议，网站平台应完善谣言监测、发现、辟谣、处置全流程工作规范。对于已认定

的网络谣言要立即处置，防止反复传播；对于传播较广的无权威来源的信息，要主动查证，争

取把新发谣言消灭在萌芽状态。完善网络谣言处罚细则，对于编造、散布网络谣言的网络水

军，开展溯源工作，视情况采取取消互动功能、清理粉丝、取消营利权限、禁言、关闭等处置措

施，从源头降低网络谣言传播风险。

  “网站平台还应设置谣言举报、辟谣专栏等功能，发现谣言后及时打上谣言标签，设立网

络谣言举报入口，对权威辟谣信息予以突出呈现，运用算法推荐方式提高辟谣信息触达率和

覆盖面，提升辟谣效果，进一步挤压网络谣言生存空间。同时，网站平台要强化与有关部门的

协同合作，发生网络谣言事件后，及时进行信息通报、线索移交、联合处置等工作，回应群众

关切。”朱晓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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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数字派出所 常态化大数据实战 智能化基层警备

““智智慧慧中中枢枢””锻锻造造江江苏苏新新质质公公安安战战斗斗力力

□ 本报记者 丁国锋

　　两名“驴友”在深山迷路，报警后几分钟，

当地警用无人机“氿鹰战队”立即出动多机型

无人机升空搜索。通过开展激光点云快速建

模，明确重点搜索区域，并将山区的海拔差推

送给一线飞手，确保夜间飞行安全。飞手在前

期3D建模基础上通过热成像，迅速锁定“驴

友”位置，仅仅半个小时无人机就出现在了被

困人员上空，地面警力迅速赶赴现场……

　　这是无锡市实施“太湖之鹰”警用无人机

行动计划赋能提升新质公安战斗力的一起典

型案例。目前无锡市已建成34个警航网格，鹰

巢及无人机总数达406架，实现每天181条航

线常态化巡飞，公安快速反应实战能力实现

了质的飞跃。

　　江苏公安机关全面强化数据思维，始终

致力把大数据智能化打造为公安核心竞争

力。2023年以来，江苏公安机关在接处警、侦

查打击、巡防处突等主要实战领域，不断开拓

创新，深入推动“专业+机制+大数据”新型警

务运行模式落地生根、突破见效，通过“智慧

中枢”推动公安工作现代化，加快形成和提升

新质公安战斗力。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赶赴常州、无锡等

地采访调研，体验智能化给江苏公安工作带

来的新变化。

提升基础要素感知能力

被动应付转向主动预防

　　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新城派出所辖区

内，有个远近闻名的古方路美食一条街，短短

七八百米的马路两边，聚集了多达106家餐

馆，每天日落之后霓虹闪耀、车水马龙，烟火

气盛浓，但也是治安管理的难点路段。

　　“以2023年为例，这条路上一共接报有效

警情505起，占到了全所的14.26%，其中涉伤类

警情达63起，警情主要集中在下午3点至6点，

晚上9点到12点两个时间段，与餐饮业特点基

本吻合。”新城派出所社区民警殷鹏飞介绍说，

经过整治，该路段2024年一季度的警情同比下

降达17.59%，其中涉伤类警情环比下降60%。

  警情大幅下降，背后的秘诀是什么？

  在新城派出所民警的演示下，记者了解

到，该所2023年10月建成投入使用的“数字派

出所”平台，目前已经上线警情管理、案件管

理、信访管理、执法监督、全员考核等8类20项

功能模块。

  新城派出所所长陆俊健介绍，该系统是

围绕监督管理难、落实整改难、要素汇聚难、

统计分析难、考核评价难等五类问题进行规

划建设的，目前“数字派出所”已在武进区的

18个派出所推广应用。

　　“以往执法监督中，案管室可能要使用警

综平台、执法监管平台、信访平台等多个平

台，且各平台间信息存在壁垒，无法从执法数

据中抓取问题，也无法从根源上解决执法规

范问题。”陆俊健说，在数字案管室的试运行

中，该所设置了案件管理岗、电子卷宗岗、警

情巡查岗、涉案财物管理岗、办案区巡查岗等

岗位，实现了对派出所执法活动“一网管尽”

和各类执法要素的“一站整合”、执法问题的

“一键闭环”，2024年以来全所执法投诉率下

降了34%。

　　常州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龙虎塘派出所

试点打造“基础管控区”，提升反诈、经侦、网

安、食药环等基础要素的感知发现能力。通过

引入图侦、刑侦、指挥室辅警入驻，对应合成

作战岗、反诈预警岗、数据分析岗，发挥现场

对接、双向反馈优势，形成“专业+机制+大数

据”警务运行模式，基础要素采集数上升了

15.4%、情报信息报送上升了164%。

  据了解，随着社区民

警工作任务愈发复杂，单日接

受100条任务的情况在基层派出所

时有发生。经过改革，龙虎塘派出所责

任区目前能够实现70%以上任务当日

完成。

  “民警每天打开通报，翻到自己对应的

页面，就可以知道自己辖区发生了什么，相

关任务还差多少，风险要如何解决。”龙虎

塘派出所教导员张瑞介绍，通过每日的《基

础管控工作通报》，原本“大杂烩”式通报，

已经改成“不同人不同面”的精准提醒，即

便是刚入职的新警，也可以直接按照平台

发出的指令开展工作，接处警全流程监管，

尤其是在执法规范化的标准上，基本和老

民警处于“同一起跑线”上。

　　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新建11个派出所

基础管控室，落实统筹协调、质态监督等岗位

均专人专岗，实现有序运转。在天宁分局局前

派出所，记者看到，民警可以通过“主防态势

分析小程序”挖掘分析警情数据，大幅提升了

一线服务实战能力。

　　“以社区为基本单元，对电信诈骗、入室

盗窃等关注类型违法犯罪警情，以及邻里纠

纷、家庭纠纷等重点矛盾纠纷进行规律态势

分析和预警研判，为派出所巡防警力配置、治

安刑事打处提供有力综合研判支撑，目前侵

财类案件破案率已上升至56.3%。”局前派出

所所长杜浩成介绍，随着基层智能化水平不

断提升，基层警务也由被动应付向主动预防

转变，有利于高效精准牵引“派出所主防”责

任，进一步盘活基层资源，对各类风险“早发

现、早掌握、早处置”。

警务工作植入数字内核

用大数据作战成为常态

  打造智能化新型警务运行模式，大数据

是支撑。

  2023年，江苏省公安厅组织实施“一号工

程”———“苏警数智”行动，建立全国首家省级

大数据实战赋能中心，以此为统领，构建起省

市县上下贯通、更加适应实战需求的大数据

应用生态体系，在各项警务工作中植入“数字

内核”。

　　警情是“富矿”。江苏公安机关充分挖掘

警情数据价值，分级分类开展警情数据治理，

加强专题性、方面性、规律性研判分析，更好

发挥警情牵引实战的“风向标”作用。

　　据了解，目前在江苏公安基层一线已建

立了1700余个派出所综合指挥室，定向提供

数据服务、研判产品，将风险提示、处置要点

等资源推送到处警车上、民警手上，让民警带

着数据接处警、带着目标打防控。

　　“切实发挥大数据的引擎作用，让警务要

素用数据记录、警务实战用数据赋能、警务机

制用数据黏合、警务流程用数据衔接，推动数

据流与业务流、管理流深度融合，为新型警务

运行模式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江苏省

公安厅公安大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说。

　　截至目前，江苏公安机关已建立运行955

支数据战队，大数据全面赋能基层一线实战，

去年累计提供数据服务7.2亿次，服务群众2.6

亿人次。

  江苏各地公安机关探索了一批智能化服

务实战的好经验好做法。

  南通市公安局完善以大数据为牵引的合

成作战体系，发挥警种部门协同作战优势，形

成业务牵动、数据联动、实时互动的数字作战

机制。通过建设市县两级合成作战中心，纵向

打通市、县、所三级数据链、指挥链，实现了

“上下一体作战”。通过建设网上作战平台，归

集实战实用的模型集群、案例战法，支撑基层

单 位 、

一 线 民 警

“随拿随用”，让

“用大数据作战”成

为常态。

　　张家港市公安局聚焦

数据警务，通过对数据信息进行

分析整合，实现对各类经济、金融违

规违法线索和风险全量感知、实时推送、

精准防范。该局依托“聚合智侦平台”，运行6

个月已推送风险预警信息121条，帮助经营主

体纠正违规行为104起，提前预防经济、金融

违法行为17起。

  兴化市公安局强化“情指行”一体化机制

建设，构建智能化专业化侦查打击体系，集成

了网安、刑侦、图侦等警种力量，通过合成作

战建立“由数据到人，由人到案”的专业打击

模式，去年以来，该局接到人员走失警情涉及

482人，通过“智慧防控”找回481人，24小时内

找回率95.64%。

　　昆山市公安局加速推进以新技术为核心

的“数智公安”建设，高标准建设情报指挥、数

字侦查、防控作战、交通管控等8大赋能中心，

把各警种部门的职责有机嵌入到整条数字化

运营链条中，目前已设定了160类、1.3万个数

据要素和指标项目，实现24小时在线服务、多

维度推送一线所需信息。

　　盐城市大丰区公安局聚焦交通安全治理

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通过全方位获取、汇聚

公安数据和社会数据，全过程赋能流量监测、

违法预警、事故分析等7大基础业务，创新驾

乘电动自行车不戴头盔等场景应用，推动农

村地区戴盔率由20%提升至85%以上，因交通

事故颅脑损伤人数同比下降35.9%，交通类警

情主动发现率提升了28.3%。

智慧警务装备延伸基层

智能化水平井喷式发展

　　近日，记者走进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

天山路警务工作站，民警给记者回溯了数起

救援案的处置过程，通过加强警航飞手建设

给警务站带来的深刻变革一目了然。

　　一名75岁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夜间

在杂草丛生的荒地走失，天山路警务站接

报后通过无人机升空，借助红外线热成像、

喊话等功能成功营救了老人；一起发生在

夜间的沉船救助警情发生后，无人机空中

视角搜索、探照和拍摄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及时锁定了沉船位置助力现场水上救援；

一起小区楼顶的女子轻生警情，女子位置

不明，警务站无人机迅速升空，对小区高层

楼栋逐栋扫描，迅速搜定了女子所在位置，

为救援赢得了宝贵时间。

　　“目前警务站有4架无人机、8名飞手，为

警用无人机广泛运用于巡逻处突、紧急搜救

工作提供了有效保障。”天山路警务工作站站

长李鑫介绍，通过熟练掌握大型警用无人机

挂载功能，目前已实现图传、喊话、照明、抛

投、识别、建模等实战应用，并探索使用了抛

投式救生衣、灭火球、夜视仪等挂载设备，积

累了大量空地一体、整体联动的实战经验。

　　据了解，自2023年3月无锡市公安局部署

实施“太湖之鹰”警用无人机行动计划后，经

过一年多努力，通过统一布点组网，按照城

区、农 村

两类警航网格

建设标准，建成了以

公安所站队为圆心，城区

2.5公里半径、农村乡镇5公里

半径配置鹰巢和飞控战队，目前已

建成警航网格34个，鹰巢及无人机总数

406架，实现了无人机在派出所、警务站配备

的全覆盖。

　　在无锡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大屏幕

上显示着无人机起飞、降落等即时飞控状

态。“目前已经实现181条航线的常态化巡

飞，市局指挥中心随时可以根据突发警情

需要接管飞行。”无锡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

心副主任伍锐坚介绍说，目前全市公安通

过警校专业培训，已经拥有持证飞手（操控

员）674人，每天平均724个起降架次，实现

了24小时轮班值守，定机、定时、定点、定线

接力巡航，确保第一时间出动、最短时间到

场、全力支撑现场处置。

  记者还了解到，随着无人机在无锡公安

基层所站全覆盖，目前无锡公安已实现“站、

舟、车、摩、航”立体化巡防。

  “不少警用摩托都配备了无人机，一线民

警可随时升空无人机，提升警情案事件的可

视化处置能力。”伍锐坚介绍，“通过明确群体

性事件、灾害事故、溺水警情、高楼警情等8类

必飞警情，只要110接报，指挥中心平台就一

键指令正在附近巡航的网联无人机飞往警情

地点执行任务，目前日均出动达22起，实现了

5分钟到场目标。”

　　无锡公安基层所站通过无人机实战应

用，实现了智能化水平“井喷式”发展，也是江

苏公安机关在“情指行”一体化大框架下，推

进巡处一体化机制改革的生动典型。目前，全

省公安机关通过打造智慧型警务站，2023年

出警到场时间同比缩短近20%。全省投入运

行的345个警务工作站，2023年接处警达146万

余起，处置各类重大突发警情2470余起。

　　江苏公安全面推进省市县三级侦查中心

和反诈中心一体建设，治安、经侦、禁毒、食药

环等侦查警种按需进驻，建立侦查手段快速

调用机制，强化侦查、情报、审讯、技术捆绑作

战，实现中心主研、出线索、出人头，警种主

战、抓行动、抓落地，打造线索“孵化器”、破案

“大工厂”。

　　江苏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截至2023年，江苏现行命案连续6年保持

全破，命案侦破绩效年年位居全国前列，八

类案件破案率年年攀高，去年达99.2%，为历

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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