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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体路小学迎来一批“小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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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谈

■崔秀

净化网络谣言，人人有责

如今，一些谣言如幽灵般潜入网络世界，
不健康的言论层出不穷，蓄意贬损他人名誉的
屡见不鲜，更有甚者为博人眼球，赚取流量，有
意编造损害公序良俗毫无底线的段子，甚或见
缝插针，借助个别新闻事件，大放厥词，散布危
害社会秩序的负面言论。谣言看似无刀，却能
刺穿人心。谣言如带病毒的细菌，一旦传播开
来，就会侵蚀扰乱人们的意识空间，影响带偏
人们的思想认识，给广大人民群众辨别真假信
息增加了难度，不仅降低了网络的可信度，而
且为良莠不分者提供思维悖论，刻意搜寻怨
气、戾气、恶气，无形中埋下了不健康的心理隐

患。这些“网络谣言”犹如“网络毒品”，如不彻
底铲除，势必野蛮生长，必将泛滥成灾，危及国
家的安全利益，危害广大人民群众正常的生活
秩序。

网络媒介具有广泛的传播链，不限定人群
种类，不划定区域界限，一旦发布，以分秒的传
播速度，迅速扩散开来。网络带动了自媒体的
兴起，人人都是新闻事件的报道者、评论者、探
求者，为好事者提供了借题发挥的想象空间，
鱼龙混杂的信息量满天飞，因而造成真假难辨
的复杂性，真假难分的混乱局面。

蓬勃发展的互联网，呈现出五彩斑斓的思

想图景和舆论生态。网络文化，逐渐成为人
们获取精神养分的平台；网络空间，满足网民
对新闻事件的了解，饱食探索大千世界千奇
百怪的猎奇心态，拓展了视野，丰富了阅历，
擘画出美好生活的愿景。但是，任何事物都
有其两面性，存在着利与弊的问题。在网络
技术，网络管理还不完善成熟的当下，往往会
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网络谣言，就是
其中“毒瘤”，自媒体的重疾。人有素质之分，
辨别真假之差；有的人对“网络谣言”坚持理
性的态度，静观官方的情况说明；有的人则听
风就是雨，盲目跟风，热衷于传播这些谣言；

有个别自媒体为赚取粉丝、捞取人气，在虚拟
世界中打造所谓的“思想家”形象，塑造一副
正义的化身，添油加醋，编造不实情况，将矛
头转嫁到管理层面，制造社会矛盾，迷惑网
民，妖言惑众。

规范网络言行行为，不仅官媒要抢占舆论
的主阵地，加强宣传教育引导，以公开透明的
报道，堵住“谣言”传播的缝隙，更要建立健全
法制手段，严厉打击谣言散布者，彻底铲除滋
生谣言的土壤；只有增强全民意识认同感，强
化道德正义感，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局
面，才能够还网民一个晴朗的网络空间。

互联网作为开化思想引领时尚的媒介平
台，必须要规范权限，剔除负面影响，将网络传
播活力，转化为服务社会进步的动力，而不是
阻力和破坏力。

趋利避害，积极利用网络传播科学知识、
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共同
营造积极向上、和谐文明的网上舆论氛围，是
依法治网的题中之义。

认清居心叵测的“网络谣言”的险恶嘴脸，
坚决不信谣、不传谣，争做优秀的好网民。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净化网络谣言，人人
有责！

致力于打造一份亲民、爱民、为民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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