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2024年8月29日 星期四 编辑江亨 版式詹红霞 总检张浩特别报道

8月28日，2024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成都开幕。本次大会以“弘扬时代精神 共建网络文明”为主题，包括开幕式、主论坛和11
场分论坛。

主论坛上发布了《2024年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展示了2024年网络公益行动入选项目，以及“弘扬优良家风 共建网络文明”
家风倡议等一批网络文明建设成果。同时，专家学者、正能量网络名人等围绕共建网络文明新空间、讲好中国故事等作交流发言。

下午，11场分论坛围绕网络正能量、网络文明培育、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网络辟谣、人工智能、网络执法推动优化营商环境等11
个主题展开，全方位宣介网络文明理念、展示网络文明建设成果。

“单次住院不能超过15天，否则无
法医保报销”“扫码可领2024年个人劳
动补贴”“服用头孢后喝酒问题不
大”……你是否也在微信群或网上看到
过这种消息。千万别信，它们都是假的。

8月28日，在成都举行的2024年中
国网络文明大会网络辟谣分论坛上，中
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和中国科协科普部
联合发布的“2024年度上半年社会民
生领域网络辟谣榜”，已对这些谣言进
行了辟谣。

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
主任杨建文在致辞中表示，加强网络辟
谣是健全长效机制、深化综合治理的关
键抓手。要坚持共建共享，强化主体责
任和工作责任，把握网络传播和治理规
律，以准确事实放大正面声音，以权威辟
谣挤压谣言传播空间，并要聚焦群众关
切，提升辟谣能力。

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主席
束为指出，科学类谣言扰乱互联网秩序，
影响公众的科学认知，要让科学跑赢谣
言。中国科协将坚决打击有碍科学自立
自强的网络谣言，做好科学性把关和专业
支撑，并坚持体制创新，协同各方联动力
量，努力营造崇尚创新、科学理性的氛围。

近年来，充斥于网络空间的各种信息
层出不穷、真假难辨，其中网络谣言更是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信任。本次
论坛以“深化联动辟谣共建网络文明”为
主题，深入探讨了网络辟谣联动机制。

如何让真相跑赢谣言？论坛上唱起

了山歌《辟谣嘹嘹啰》。广西壮族自治区
党委网信办借助山歌这张闪亮的文化名
片，唱响网络辟谣最强音。河南省网信
办相关负责人则分享了构建“辟谣朋友
圈”的方法，四川省网信办相关负责人分
享了“1+5+N”联动机制如何最大限度
放大权威辟谣声量。

在教育、食品、医学等重要领域，又
是如何“斩谣”的？

教育历来是谣言产生和传播的重点
领域，教育部依托全国网络辟谣联动机
制，持续加大对网络涉教谣言和虚假信
息的打击力度，重拳整治造谣传谣、抹黑
教育等恶劣行为；针对自媒体时代食品

安全谣言传播新形势新特点，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对
进一步加强自媒体发布传播食品安全信
息管理作出明确规范，严肃惩处食品安
全信息发布传播违法违规行为；“华西医
院辟谣小分队”包含117位国家级健康
科普专家和四川省级科普专家库专家，
通过四川方言、原创插图等方式发布，以
便公众更容易接受、提高传播度……

论坛还发布了全国网络辟谣联动机
制工作案例展示、2024年度上半年社会
民生领域网络辟谣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冰清
杨涛 综合新华社

8月28日，2024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网络辟谣分论坛在成都举行。吴冰清 摄

50个2024年网络文明建设

优秀案例公布
在8月28日举行的2024年中国网

络文明大会主论坛上，《2024年网络
文明建设优秀案例》正式发布。“迎回
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系列
报道、“盛世中华 何以中国”网络主题
宣传、“超级名片”数字文旅虚拟空间、

“将反网暴进行到底”大型主题宣传活
动等50个案例经过层层筛选，成为
2024年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

这些案例涵盖各地各部门围绕
网络文明建设建立的创新机制、形成
的理论成果、搭建的有效载体、打造
的工作品牌等，为加强新时代网络文
明建设提供了生动样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姚箬君

8月28日，2024年中国网络文明大
会网络文明培育分论坛在成都举行，社
会各界代表和网络知名人士聚焦“弘扬
网络道德，培育网络文明”，共话文明健
康网络建设。

年轻人是网络世界最活跃的群体，
如何让他们成为网络文明建设中坚力
量？分论坛上，年轻人发出了自己的声
音。

中国国家游泳队运动员汪顺坦言，
他是互联网深度用户，会通过网络去获
取重要的知识和信息。他也谈到了网络

“水军”、“饭圈文化”、抹黑英雄、造谣生事
等恶劣事件。“这些不仅危害了年轻一代
的身心健康，更不利于良好社会氛围的
营造。”他说，年轻人是网络文明建设的
受益者、重要参与者，呼吁每一位与时代
同行的年轻人，能够以《新时代青少年网
络文明公约》为指引，用理念和行动谱写
网络文明之歌，奏响新时代的青春强音。

来自B站的历史人文类博主“沙盘
上的战争”切身感受到00后、10后的多
元、自信。“青年群体创造的网络内容，需
要有更为多样化的平台来容纳。”他期待

着未来网络氛围能够兼具包容、进步和
文明。为此，他希望相关部门和平台携
手，改良奖惩、筛选以及算法体系，激励
更多的年轻人为网络文化的发展贡献力
量。

作为全网拥有百万粉丝的自媒体博
主，“钢腿女孩”牛钰通过网络鼓励更多
残疾人“走到阳光下”。她表示，将利用
好自己在网络上的影响力，继续用健康
向上的网络文化，讲述网络好声音，传播
网络好故事，引领网络新风尚，帮助和引
导广大青年树立正确的网络价值观。

文博热的兴起，让眉山三苏祠博物
馆馆长陈仲文对于通过网络传播优秀传
统文化有了更多的思考。他认为，文博
工作者需要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主动
理解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
积极创新，以文化的高度引领年轻人、创
新吸引年轻人、参与带动年轻人，才能让

“追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青年一代
的时尚潮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冰清
杨涛 摄影报道

四组网络公益项目代表现场分享

看网络如何点亮
普通人的生活

携手编织公益爱心网，共绘和谐
文明新篇章。8月28日，2024年中国
网络文明大会主论坛在蓉举行，论坛
上展示了2024年网络公益行动项
目。这些项目来自全国各地，涉及乡
村振兴、公益寻人、烈士寻亲、科技助
残等方面。

走出大山，又回到大山，来自广元
市青川县的赵海伶发起互联网公益项
目“直播天府”乡村振兴计划，通过直
播电商，把家乡的山木耳、山核桃、山
蜂蜜带出大山、卖向世界。从最初的
一个人翻越几座山收货、发货、沟通快
递站点，到如今6000多农户成为供应
商，16年的努力，她累计为当地留守
妇女和老人提供了1万多个工作岗位，
帮助农户年均增收16000元。

是外卖骑手，也是“抖音寻人”的
一名志愿者。5年来，洪成木一边在
送外卖，一边公益寻人，共帮助137名
走失者回家。近20万条寻亲信息，一
个个跨越千里的拥抱……洪成木见
证着一个个小善举带来的大能量。

“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到网
络公益行动中来，为每个走失的人找
到回家路。”他说。

他是曾经的受助者，在宝贝回家
网站“英魂归故里”项目组志愿者的
帮助下，与烈士父亲实现了跨越76年
的团圆；如今，他也加入了这支队伍，
成为年龄最大的志愿者，让为国捐躯
的忠魂早日落叶归根。程相重的讲
述中，有赤子之心的传承，也有网络
正能量的传递。

“科技的发展，对很多人来说可
能是锦上添花，但对视障者而言却是
雪中送炭。”视障者李梦琪分享了她
通过无障碍剧场“看到”热门电影时
的激动与惊喜。在她看来，这就是网
络公益的价值和意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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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向上向善的网络力量 年轻人有话说
关键词：网络文明培育分论坛

汪顺在2024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网
络文明培育分论坛上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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