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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号作品

驱散谣言的“乌云” 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作者：高权

谣言，不是互联网时代的专有名词，从古至今，街头巷尾

有挑拨是非的，战阵之间有诈伪诡道的。谣言传播是人类特殊

的社会现象，从一般规律上讲，谣言的产生需要特定的心理动

机，适宜的传播环境，还要有突发的舆情、事件作为催化剂，

而网络谣言则是谣言在网络时代的延伸，网络谣言不仅使得网

络空间无法长期处于平稳状态，同时也严重影响社会的安定，

给国家、社会及个人都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不仅信息发布可以

“零门槛”，而且信息传播的每一个节点都可以“再加工”，网

络谣言加上病毒式传播的“快车道”，当真相还在“穿鞋”，网

络谣言却已“跑遍”全世界的现象值得我们反思。面对网络谣

言的无孔不入，如何才能驱散谣言的“乌云”已经成为一个重

要的课题。在这里，我个人针对于网络谣言的治理问题，提出

了以下四点思考。

思考一：国家层面——法律先行

（一）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一方面，现如今我国对于

网络环境的法律监管有很大的空白，所以接下来要尽快填补针



对网络谣言治理的不足之处，并采取一些强制性举措来净化网

络空间。另一方面，对于已经有的法律也要尽快健全和完善，

不断推动行政法规的法律化进程，加强其实际的可行性和权威

性。

（二）健全司法适用。要遵循罪责刑三者之间的适当性、

严谨性，司法机关对需要帮助的受害方，应该提供必要的司法

帮助。杭州取快递女子谷某被造谣事件，犯罪者凭借胡编乱造

的微信截图，通过网络发布出去，对受害女子造成了严重的身

心伤害，该行为严重侵犯了谷某的人格权，谷某向公安机关报

案，随后两名造谣者被依法逮捕。这起案件也是司法机关第一

次以公诉的程序对在网络上诽谤他人的犯罪者进行追责的案

件。在新时期，司法机关应加强审查力度，让造谣者的网络违

法成本显著提高，使公民能够最大程度地进行维权。

（三）把握好言论自由与谣言治理的平衡。有关部门存在

谣言防控“一刀切”的现象，有治理扩大化倾向。防止谣言治

理领域的扩大化，造成全民禁声的“寒蝉效应”。新冠肺炎疫情

的初期，武汉中心医院李文亮从医生专业性的角度出发，发出

的关于病毒前瞻性的预测被警方训诫。这种处置行为显然就模

糊了言论自由与网络谣言的界限，不仅扩大了网络谣言的外延，

而且在对谣言处理的同时也影响到了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

思考二：社会层面——各方共治

（一）加强社会协调。首先应加强互联网行业协会在治理



中的作用，通过制定一系列互联网文明公约协定，同时，制定

的公约协定要兼具一定的权威性，不能仅仅是一纸空文，而是

需要能够真正发挥出治理效果。其次，加强对网络群体的正向

引导，在社会秩序混乱，谣言滋生蔓延现象严重时期，网络上

充斥着低俗、恶意的信息倾向，同时，社会群体具有从众心理，

这就需要学校、行业协会、家庭教育的齐抓共管和正向引导教

育。再次，需要强化社会责任感，企业要加强社会责任，通过

完善企业管理，自觉识别、追踪与破除网络谣言，强化源头治

理。

（二）健全常态化联动治理机制。现阶段，谣言发生并造

成一定的影响后，才会被治理，尤其在当今信息化的社会背景

下，这种老旧的被动条件下治理谣言的方式不再适用，因此需

要改变这种被动模式，变“堵”为“防”，这就需要建立起完善

的常态化网络谣言治理机制，要做到事前预防，政府部门要对

舆论进行控制，建立多部门快速反应协调机制，必要时可以与

预警机制进行联动，事后要对其进行应急处置，发现网络谣言

后，政府要尽量做到在第一时间对其进行澄清，避免产生大范

围的负面影响。

（三）借鉴“抵制谣言代理人”制度。西班牙巴塞罗那市

政府设立“抵制谣言代理人”岗位，面向社会公众进行选拔，

向民众传播真相。这样可以节省大量成本，通过社区熟人网络，

能够迅速在民众中间完成辟谣。《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

社会治理体制，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

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比如疫情期间，在应对网络谣言时，网格

员可以利用基层广播、微信工作群等渠道，向群众传播疫情防

控知识，辟谣虚假信息，此举对于维护基层稳定，净化舆论环

境有很好的帮助。

思考三：媒体层面——巩固阵地

（一）加强舆论引导。媒体在网络谣言治理上，需要主动

设置议题，聚焦社会各方关注，保障信息通道的透明、公开。

各类媒体应该加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不得将未经核实的信息

公布给大众，确保信息发布的时效性和准确性。比如新冠疫情

早期，凤凰网、今日头条等媒体信息平台开启抗击新型冠状肺

炎专题报道，及时更新了相关数据和信息；新浪新闻、环球网

等媒体推出实时更新的全国疫情地图，实现了疫情信息全网覆

盖，这些举动都有助于对网络谣言进行严格审查，自我净化，

积极促进了疫情防控的开展。

（二）履行自身职责。作为社会的守望者和把关人，新闻

人和网络媒体更应该担当起维护网络信息安全的责任，更要发

挥其角色作用。在网络环境中，媒体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具有

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有责任意识的媒体需要竭力避免发布

一些激发社会矛盾、引起社会恐慌、加强冲突危机的新闻，并

主动对谣言采取控制和治理措施。



（三）运用技术辟谣。面对网络技术的更新换代，需要实

现新旧媒体之间的融合发展，利用互联网思维加强网络谣言治

理，实现技术治谣的目的。将新技术运用在过滤信息的过程当

中，使其发挥“守旗帜、引导向”的作用，致力于为网络用户

提供更加优质的内容。另外，社交媒体可充分利用大数据、云

计算、5G、区块链、算法推荐等颠覆性技术，最大限度的发挥

平台的效益，要将敏感词检索技术运用到对谣言或者有害信息

的监测和识别过程中，对于检测到的谣言及时采取订正、删除

等措施，尽量减少谣言传播造成的损失。

思考四：个人层面——公民自律

（一）提升公民媒介素养。网络谣言乱象的频繁出现，折

射出我国公民教育的不足，当前我国离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目

标还有一定的距离，治理网络空间，需要提升公民教育，强化

公民的监督责任，普及公民媒介素养教育，培养公民自律意识。

（二）强化公民法律教育。面对网络谣言的不断侵扰，需

要对全体网络使用者进行网络安全的法律教育。网络是一把双

刃剑，在带来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更新的同时，也

产生了网络谣言的糟粕。因此，利用新媒体的多形式的宣传教

育，倡导网络用户自觉遵守社会规则，主动接受网络法律教育，

可以形成良好的主流价值观。

（三）落实网络实名制。互联网世界虽然是虚拟的，但是

网络世界的活动主体是现实世界的公民。我国拥有超过 9 亿之



众的庞大网民，是任何社会都不能忽视的群体。网络舆论环境

的好坏，与网民息息相关。治理网络谣言需要持续推进网络实

名制的措施，实现德治与法治的相互协调，这也是互联网时代

不可避免的产物。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彻底驱散“乌云”

的过程将会是漫长而艰辛的，但我们坚信，片片“乌云”终将

会散去，到那时，“天空”中将只剩下了真理的“太阳”。



2 号作品

疫情面前 拨开谣言的迷雾

作者：高权

自新型冠状病毒全面爆发已经三年时间了，冠毒肆虐，始

终令人揪心。经过我们举国同心，众志成城的努力，疫情目前

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今年伊始，

长春、上海等地先后封城，我们山东也面临着疫情不断反复的

风险。面对疫情，除了冠毒防控的挑战，我们也面临着疫情期

间谣言肆虐的巨大挑战。

君不见随着疫情的蔓延，谣言也四处乱飞。这些依托于社

交媒体滋生的谣言数量多、种类丰富、传播速度极快。诸如各

种小道消息、来源不明的截图、短视频或者聊天记录等等。如

若不能高效制止，极容易引发民众恐慌，制造思想混乱、扰乱

民心的局面。这势必给全国上下团结阻击疫情制造麻烦。因此

疫情破谣是一场阻击战，决不能小觑。

谣言，指的是没有相应事实基础，却被捏造出来并通过一

定手段推动传播的言论。身处现代社会，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

在这样纷乱的信息海洋中，面对谣言，我们需要多主体多举措

地抵制谣言，明辨是非。全社会应该联起手来，砸烂孕育谣言



温床，切断谣言的传播通道，拨开谣言的迷雾，不要误入“谣

言陷阱”。这是我们每个人要肩负的责任，更是我们的使命。

网民要当“剑客”，不要做“看客”

陈寅恪曾经说：“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对于个体来

讲，独立思考的能力是十分珍贵的。“见未真，勿轻言；知未定，

勿轻传。”面对网络上的各色信息，只要我们认真思考，冷静克

制，仔细辨别就能够分析信息真伪。面对谣言，我们一方面需

要仔细识别，谨慎传播自己不能确认的信息。同时我们也要履

行公民责任，面对谣言信息及时举报，切断谣言继续传播的路

径和渠道。

对于疫情防控，我们普通人可能没有办法像医护人员、科

学家一样前往抗疫一线为疫情防控做贡献。但是我们可以积极

发挥自己的力量，做谣言的“剑客”，营造积极的网络抗疫环境。

不被多数声音裹挟，面对外界嘈杂的声音，我们可以保持批判

质疑的精神，保持一份清醒，不断学习知识，进而提升自身甄

别谣言的能力。

媒体要筑“桥梁”，加强监管

针对网络上出现的谣言,媒体要加强信息监管，同时刊发辟

谣及科普类报道。面对信息发布主体，媒体要审核其资质，并

建立黑名单制度，如若传播谣言要对其进行处罚。平台要加强

日常审核，畅通监督举报渠道，对于在直播中出现散播谣言吸

引眼球等行为一经发现全网封停。同时，主流媒体平台要注重



对优质内容的推广，倡导内容丰富、优质。如近些年，为了阻

断谣言传播，人民网、人民日报、新华网等主流媒体在其主要

栏目版面发布了多篇辟谣文章,针对各类流传的不实消息,第一

时间进行阻击。如《权威解答:天气转晴,出门晒太阳能否杀死

新型冠状病毒?》《关于疫情的最新科普,转发知悉!》……这些

通过官方渠道发布的新闻报道,时效性强、传播力广、积极有效

地传播了科学防控知识。

在新型冠状病毒防控的战役中,媒体及时、准确、全面地传

递信息是媒体需要坚守的社会责任。网络媒体依托时效性和便

捷性的特征,在提供信息传播、引导社会舆论、反映民众心声等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更大的影响力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媒体

要充分运用自身的影响力，加强真实优质信息的传播，构筑真

实可信的信息桥梁。

执法部门需要强化宣传，严肃执法

谣言本身并不会引起恐慌，真正会引起恐慌的是不对称的

信息经过网络快速传播并迅速被别有用心的人恶意加工。因此，

一旦发生网络舆情，相关执法部门要积极强化宣传引导，对各

类信息进行辨别分析，及时准确发布疫情信息，通报防控工作

进展，努力抢占先机、赢得话语权、掌握主动权，牢牢占领舆

论引导的制高点。对相关虚假信息及时辟谣，公开正确的信息

有效消除公众恐慌情绪。

同时，相关执法部门也要加强辟谣机制建设，加大对谣言



的调查处置力度，全力服务保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大局。

对疫情隐瞒不报者、造谣生事者、不遵守防控要求者，坚决依

法打击，绝不手软。如近期枣庄市严打 3 起涉疫情网络谣言，

山东省临沂市查处 4 起涉疫情网络谣言等等。

以上举措为疫情防控工作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提供了助

力。执法部门在打击编造传播涉疫谣言等违法违规行为时，也

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

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相关谣言信息及人员予以查处，这样才可

以让执法机关取信于民，营造良好的群众关系。

“谣言止于智者”。疫情当前，病人需要医生，社会也需要

真实准确理性的声音。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为打

赢疫情防控这场阻击战创造更加有利条件。我们应坚决与谣言

做斗争，对网络传播的不实信息，始终保持冷静克制，提高自

身辨别能力。媒体和执法机关要尽职履责，科学高效阻断谣言

滋生的土壤。只要我们共同携手，守望相助，坚定信心，谣言

就不会有可乘之机。让我们在疫情面前，拨开谣言的迷雾，共

同营造良好的舆论生态吧！



3 号作品

共扫网络谣言 共享清朗网络空间

作者：马园亮

近期，上海疫情备受关注，“2 岁孩子妈妈因女儿隔离治疗

自杀”、“兰州局援助上海十车皮牛羊肉无人接收”等网络谣言

却随之而来。虽已被辟谣，但也误导了大众视听。如果任由其

发展，将会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甚至会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由此可见，网络谣言危害极大，必须要彻底扫除，净化网络空

间。

网络谣言的屡禁不止，一方面是由于网络信息传播的范围

广、速度快、鉴别难度大，给监管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这就给

网络谣言留下了生存的空间。另一方面是部分网民面对大量的

网络信息，缺乏甄别、判断的能力，在难辨真伪的情况下，便

盲目跟风、以讹传讹，导致一些网络谣言越传越烈。此外，由

于有部分企业或者个人，出于不正当的利益的趋势，恶意制造

网络谣言并雇佣网络水军进行推波助澜，影响非常恶劣。因此，

要彻底扫除网络谣言，净化网络空间。

扫除网络谣言，需政府加强监管，担负起遏制网络谣言、

净化网络空间的责任。发挥好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



字技术优势，通过实时监控、屏蔽关键词、搜索摘要等措施，

强化对网络平合的日常监管，特别是涉及到群众关注的热点事

件、影响力大的敏感事件的信息要认真核实。必要时，应通过

官方渠道发布消息，主动辟谣，还原事实真相，让更多人听到

权威的声音。

扫除网络谣言，需主流媒体积极发挥正面影响力，严把舆

论导向，弘扬正能量和主旋律。在宣传报道时要真实准确，对

网民关心的热点问题要积极回应，明确态度、亮明观点；对网

络谣言要坚决批驳，正面引导、以示正听。媒体还要加强辟谣

平台建设，积极、及时、快速的处置、回应网络谣言，有效化

解谣言带来的危害，净化网络生态环境。

扫除网络谣言，需网民增强自律意识，提高媒介素养。网

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网民要遵守依法依规上网的红线、坚

守文明上网的底线，提高辨别能力，坚决做到不造谣、不传谣、

不信谣。不仅如此，还要理性面对、敢于发声，对互联网违法

和不良信息进行举报，对各种网络谣言要形成合围之势，共同

抵制。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大家积极行动起来，

共同抵制网络谣言，形成合力，必定能够扫除网络谣言滋生的

土壤、堵住网络谣言传播的渠道，让正能量始终充盈网络，共

享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4 号作品

铸辟谣利剑 享清朗中国

作者：王家璇

“我们一手拿着科技的利刃开辟未来，一手拿着传统的药

箱给前进的人类疗伤”，科技的进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人们凭

借科技这一便利的工具实现了许多奇思妙想，使得雄伟蓝图得

以变成美丽的现实。我们从黑白的世界里创造出色彩，便有人

沉溺于虚无的色彩无法自拔，网络世界正是一个生动体现。科

技的迅猛发展，于人类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创造出色彩，

也在科技的斑斓里朝圣着黑白。

网络让天南地北的人联系在一起，让广袤的地球变成一个

亲密的“地球村”。然而，一台台智能电器秒变“窃听高手”；

一户户普通百姓因网络诈骗而家毁人亡；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因

网络欺凌而陨落，如此种种，可悲可叹，闻者痛心。习总书记

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

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在便捷和风险共生的

网络空间，守护网络安全永远都是“进行时”，我们理应铸“辟

谣”利剑，享清朗中国。

铸“辟谣”利剑，需要先进科技的加持。针对虚拟空间的

安全性能，我们首先要从源头治理。应切实提高互联网技术实



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强网络安全领域的人才建设。随着

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向着应用性纵深发展，我国网

络安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网络安全保障能力不断增强，同时

国家积极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为筑牢数字安全屏障，

让数字文明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作出中国贡献，体现大国担当。

铸“辟谣”利剑，需要严明法律的保障。网络社交平台已

成为社会上人与人之间一张重要的“关系网”，人们可以“自由”

的在网络上发表言论，而也正是这种自由，为罪恶的种子提供

了适宜的土壤。有些居心叵测之人在网络上发表不良言论、传

播虚假信息，在快节奏的时代让很多人失去了最基本的判断力，

加之谣言传播速度迅猛，一句网络谣言便可以摧毁一个家庭。

桑斯坦的《谣言》指出需要从法律上对言论进行一定程度的监

管。谣言止于智者，更应止于法律之剑。网络空间不是“法外

之地”，应继续完善《网络安全法》等相应法律法规，加大执法

力度，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一滴水，能折射太阳的光辉；

一桩个案，能彰显法治的力量。司法机关应主动介入形成震慑，

以案止案，相关职能部门落实监管职责，各部门汇聚合力，共

清网络家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是保护群众财产安全的需要，

也是发展数字经济的需要。

铸“辟谣”利剑，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网络安全为人民，

网络安全靠人民。互联网本是同群众交流沟通的重要平台，是

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重要途径，是发扬人



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重要渠道。但人言可畏，网络言论也

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弗朗索瓦•基佐曾说：“人之所以言之凿凿，

是因为知道得太少”，我们对一件事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形成

判断，而且是形成强烈的单纯的判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善思慎言不仅是尊重事实，尊重他人，更是对自我人格的珍视

与负责。我们需要清醒地意识到，网络上呈现给我们的一面往

往是片面的，面对网络上形形色色的言论，我们需要保持最基

本的判断力和理智，不信谣、不传谣。国家应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每一位公民的防范意识；受害者更应勇敢拿起法律武器，

让违法者付出代价。同时，各网络平台应加强自我监管，将审

核工作前置，借助大数据等先进技术，为人民群众织密安全网

才能防患于未然。

互联网通达亿万群众，连接党心民心，网信事业发展必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

好广大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作为网络安全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全体人民应让重视网络安全的心灯长明，握紧

科技和法律武器，携手铸“辟谣”利剑。只有坚持打防并举、

防范为先，才能筑牢防诈反诈的坚实堤坝，为建设更高水平的

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坚持一步一个脚印，

汇聚更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全体人民必将消除网络隐患滋生

的土壤，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共览这盛世中华，共享这清

朗中国。



平

面

类



1 号作品

网络不文明现象系列

作者：荆河街道团工委









2 号作品

经过时间的洗礼 谣言自行消散

作者：杨凡



3 号作品

弘扬网络正能量清朗网络大家庭

作者：山亭区凫城镇人民政府



4 号作品

抵制“不良”网络

作者：王楚



5 号作品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作者：张栋



6 号作品

科学健康生活 拒绝传播谣言

作者：山亭区桑村镇人民政府



7 号作品

警惕网络谣言

作者：林德锦



8 号作品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作者：台儿庄区委网信办



视

频

类



1 号作品

弘扬网络正能量 清朗网络大家园

作者：枣庄高新区兴城街道办事处

2 号作品

网络辟谣 净化网络空间

作者：枣庄科旺广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号作品

网

作者：滕州市公安局

4 号作品

对谣言说“不”

作者：尹健臻

5 号作品

造谣容易，处罚不轻！

作者：颜成磊、王珊

6 号作品

虚拟主播说“辟谣”《网络谣言止于智者与法治》

作者：张正正 韩伟伟



7 号作品

想火？这可不是正确的做法

作者：魏涛 邵梦玮

8 号作品

小心上当

作者：滕州市公安局北辛派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