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波 杨澜 摄

“聆听了政府工作报告，倍感自豪，
同时也倍增干劲。”3月6日，全国人大
代表、乐山市委书记赵波在聆听了政府
工作报告后表示，政府工作报告是一张
含金量十足的耀眼成绩单，更是一份敢
为善成、彰显担当的好报告，为中国式
现代化标注了鲜明的注脚。

今年两会，赵波带来了支持岷江成
渝黄金水道建设，打造长江上游黄金水
道生态旅游线路；支持乐山以城市更新
为驱动，全面打造国际知名历史文化名
城等多个建议。

赵波介绍，岷江成渝黄金水道是连
接巴蜀两地的一个桥梁纽带，从乐山港
出发，上可连接成都、眉山，下可直达宜
宾、泸州和重庆，能最大限度串联巴蜀

地区的世界级文旅资源。“在省委省政
府的高度重视下，乐山市岷江下游航道

整治工程一期已交工验收。”赵波建议，
国家相关部门加快全国自然保护体整
合优化方案的批复程序，力争岷江下游
航道整治工程二期尽早开工建设。

同时，赵波建议，将岷江黄金水道
纳入“十五五”和重点工程，支持打造乐
山、宜宾、泸州、重庆长江上游黄金水道
生态旅游线路。

就城市更新而言，赵波表示，目前
国家层面尚未出台城市更新的法律规
章，现行政策和技术标准针对性还不
够强。为此他建议，将乐山作为开展
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探索更加
完善的城市更新土地政策。乐山作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节点城市，
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

城市。支持乐山以城市更新为驱动，
全面打造国际知名历史文化名城，可
进一步依托世界双遗产的国际影响
力，联动成渝地区城市打造巴渝文化
旅游走廊，形成资源共享、客源互送的
协同效应，对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和成都平原经济区一体化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具体而言，赵波建议，
将城中村改造、老旧街区老旧厂区改造
纳入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券的支持范围；
将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的修缮纳
入资助范围，制定历史街区保护、修缮
税务的优惠政策，鼓励产权人对自有的
历史建筑进行修缮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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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

“法治一体化作为其关键制度支撑，
旨在破解行政区划壁垒，为高质量发展
提供制度保障。”全国政协委员、四川恒
和信律师事务所主任李正国表示，近年
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法治一体化建设
取得显著进展，但仍需深化探索。

他提到，五年时间，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法治一体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
果。营商环境方面，2021年川渝两地
同步制定《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规定市
场准入、政务服务等规则；在环境保护
方面，2022年川渝两地同步制定了《四
川省嘉陵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加强嘉陵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协同保护
的决定》；在重点领域统一规则上，

2022年川渝两地同步施行《铁路安全
管理条例》。

“协同立法有利于建立统一的法治

环境，为区域发展提供法治保障。同
时，执法协作实现创新，司法协作逐渐
深化。”他提到，2020年两地高院共同
签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司法协作框
架协议》，在两地高院带领下，两地中基
层法院加强对接，签订司法协作协议
300余份。

李正国表示，对标《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要求，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法治一体化建设仍然存在
一定差距。为此，他建议持续完善协同
立法机制。统一行政裁量基准，避免出
现“同罪不同罚”的情况。同时，建立跨
行政区域协同立法机制，借鉴京津冀区
域协同“三步走”的经验，从立法的“若
干意见”到“办法”再到“细则”，细化协
同立法路径，层层推进。

其次，强化执法智能化与标准化。
推动执法数据共享平台建设，建立执法
联动响应和协作机制，实现跨域案件信
息共享、线索互查、证据互认，避免监管
漏洞及重复执法。同时，推广“川渝通
办”模式，将政务服务事项扩展至法律
文书互认、资质互通等领域，提升行政
执法综合水平。

同时，扩展司法协作范围。司法协
作要扩展至人民群众关心的消费维权、
劳动争议、民事纠纷等领域。进一步推
动重点领域合作共建，可增设民生领域
司法协作专案通道。推动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聚焦“执行难”，探索“执行案件
一网通办”，深化执行联动，两地统一保
全、网络查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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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李正国：

持续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法治一体化建设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AI也不是
‘造谣工具’，为更好应对网络谣言带来
的挑战，应重点打击‘谣言黑产’等违法
行为。”全国政协委员张凯丽说。

3月9日，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
议正在北京举行。对于网络谣言治理，
张凯丽表示，与传统谣言相比，借助人
工智能工具生成虚假的文字、图片和视
频，让造谣变得“低成本”，但其危害极
其严重。她建议，通过完善法律法规，
进一步明确AI谣言制造者、传播者的
法律责任，为打击AI造谣提供坚实的
法律依据；重点打击“谣言黑产”，严惩
幕后推手以及从事AI谣言工具开发、
传播和交易变现的违法行为。

加强网络谣言治理已刻不容缓

2月21日，中央网信办发布2025
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整治重点，明确
提出整治AI技术滥用乱象，突出AI技
术管理和信息内容管理，强化生成合成
内容标识，打击借AI技术生成发布虚
假信息、实施网络水军行为等问题，规
范AI类应用网络生态。

“一些自媒体账号常以无中生有、移
花接木等方式，炮制公共政策、社会民生、
突发案事件等领域的谣言；一些人为达

到博眼球、吸引粉丝、流量变现的目的，精
心截取一段容易引发争议的话，在网络
上大肆发表不当言论。”张凯丽表示，这
些行为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张凯丽说，特别是近年来AI技术
的迅猛发展，让网络谣言治理面临新的
挑战。她举例说，2025年1月，西藏日
喀则市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一张“小
男孩被埋图”在网络上流传。经查，青
海某网民为博取眼球，将“小男孩被埋
图”与日喀则地震相关的信息进行关联
拼凑、移花接木，混淆视听、误导群众，
致使谣言信息传播扩散。涉案人员已

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张凯丽表示，相比此前造谣者单纯

靠人工捏造、散布谣言，现在造谣者只
需在AI工具输入关键词即可“一键生
成”以假乱真的文章、图片。因此，加强
网络谣言治理已刻不容缓。

加快制定针对AI生成虚假信息的法规

“现行法律中关于网络谣言的规定
多以原则性条款为主，缺乏明确的法律
责任界定和惩处措施，对造谣、传谣行为
的惩处力度普遍较轻，难以与其造成的
实际损害后果相匹配。”张凯丽表示，互
联网犯罪，常常是违法成本较低，而维权
成本较高，“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她建议，应进一步细化针对网络谣
言的相关法律条款，特别是加快制定针
对AI技术生成虚假信息的法律法规，
对于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明确其刑事
责任认定标准。同时加大对造谣者的惩
处力度，提高赔偿额度，增加造谣成本，
对网络造谣者形成强大的法律威慑力。

建立AI虚假内容识别与拦截系统

张凯丽表示，社交媒体平台应建立
“AI虚假内容识别与拦截系统”。网络
平台应建立健全谣言监测、预警和处置

机制，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
段，对发布的内容进行实时监测，及时
发现并删除谣言信息；设立“黑名单”，
建立平台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对被封禁
的账号在其他平台也进行限制，防止其
换号继续造谣传谣。

遭遇不实谣言，如何澄清？张凯丽
建议，各大社交平台都应开设辟谣专区
或平台，对不实谣言给予澄清，以最直
观的方式呈现给用户，同时附上权威、
详细的澄清内容，内容来源需明确可
查，增强可信度。

“完善算法推荐规则，对接触过谣
言和虚假信息的用户，精准推送相关辟
谣信息，提升辟谣效果，形成全方位、多
层次的辟谣体系，最大程度降低网络谣
言的负面影响。”张凯丽说。

张凯丽观察到，AI造谣已然形成
了“灰色产业链”。她认为，需重点打击

“谣言黑产”，严惩从事AI谣言工具开
发、传播和交易变现的违法行为。执法
部门需组建专业的网络侦查团队，运用
大数据追踪、技术溯源等手段，精准定
位违法犯罪团伙。同时，建议法律援助
机构为经济困难的网络谣言受害者提
供免费的法律服务，降低维权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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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张凯丽：

建议重点打击“谣言黑产”严惩幕后推手

2025年3月10日 星期一
责编杨弘农 版式 梁燕 校对毛凌波08

代表委员在这里

全国人大代表赵波：

建议推进岷江成渝黄金水道建设

李正国 受访者供图

张凯丽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