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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邓志华）为进一步净化
网络空间，营造良好网络生态环境，连日来，
丰都警方扎实开展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
动，查处一起网络谣言案件。

1月3日，民警发现一网民在抖音平台连
续发布3个视频，称“城管暴力执法，这是要
逼死人，十几个打一个女的”。经核查，视频

内容是丰都县城管工作人员开展执法活动，
并无殴打他人情形；同时查明，该不实信息发
布者是居民何某某。警方将何某某传唤至派
出所接受调查时，何某某承认自己发布视频，
并捏造“城管暴力执法，这是要逼死人，十几
个打一个女的”的谣言。1月4日，何某某因
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丰都警方依法予以

行政处罚。
警方提醒：网络并非法外之地，对于利用

互联网发布不实言论，扰乱社会秩序、诽谤他人
等行为，公安机关将坚决依法处理。对于情节
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公安机关将依法追究其
法律责任。广大网民应自觉抵制不良信息，不
造谣、不传谣、不信谣，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环境。

男子捏造网络谣言受到处罚

本报讯（记者 张柳妞）为加大网络谣言
及不实信息打击力度，不断净化网络生态，近
期，綦江警方坚持“以宣促防、以打促治”思
路，将打击整治与宣传警示相结合，通过线上
全时巡查、典型案例曝光、“打谣”主题宣传等

“线上+线下”多种形式，深入推进打击整治
网络谣言专项行动，进一步提升广大群众对
网络谣言的辨别力，营造全社会不造谣、不信
谣、不传谣的良好氛围。

据了解，綦江警方通过官方新媒体矩阵，
发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你我同行”主题宣传
活动，展示警方打击整治网络谣言的决心和
信心，并向广大网友、市民群众发出倡议书，
呼吁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专项行动，积极提供
信息线索。

同时，在辖区 19 家互联网营业场所，通
过 LED 电子屏、电脑等滚动播放宣传标语，
设置屏保宣传标语，形成“全覆盖”。通过

“五进”宣传活动，在人员密集场所、区域，
发放宣传单 3 万余份，面对面向群众开展
严打网络谣言宣传，把识谣、辨谣、防谣知
识送到群众手中，在全区营造了浓厚的宣
传氛围。

另外，针对区外市外网民散布谣言、不
实信息等情况，重庆綦江警方与四川、贵州
等地公安机关，建立“川渝黔”三地联动“信
息共享、快速核查”机制，形成打击网络谣
言工作合力。网安部门坚持“7×24”小时
网上巡查，按照“发现在早、处置在小、预防
在先”的要求，借助“技术+人工”手段，围

绕微博、微信、论坛、贴吧等重点部位开展
全时全域巡查，及时发现处置网络制造传
播谣言信息。

同时，对网上巡查发现的传播不实信息、
造谣滋事的“网名”第一时间固定证据、第一
时间落查身份、第一时间依法打击。行动以
来，綦江警方先后巡查发现网络谣言81条，
落地核查32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1人、批评
教育31人。

据介绍，綦江警方联合网信部门召开了

“净化网络空间 整治网络乱象”的网站法定
代表人、网络主播、贴吧吧主约谈会，组织学
习了《网络安全法》《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
定》《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
规、公安机关打击整治网络谣言10起典型案
例，通报了辖区网民发布作品存在的问题，特
别针对本地粉丝超10万的15名网络主播进
行了约谈提醒，3个帐号暂停信息更新，并签
订了《文明上网承诺书》，让自媒体不再“放任
自流”。

“川渝黔”联动形成打击合力
綦江警方多形式深入推进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

本报讯（记者 杨 雪 通讯员 章丁元）
为深入推进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及

“净网2024”工作，1月4日，云阳县公安局网
安大队组织属地网站平台负责人、自媒体及
网络大V等网络从业人员，召开打击整治网
络谣言宣传贯彻会。

会上，云阳县公安局网安大队负责人
介绍了该县开展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
动的相关情况，通过侦办的典型案例，对相

关法律法规进行了详细解读，教育引导网
络从业人员强化法律法规学习，加强职业
道德教育，提高网络信息辨识能力，采取措
施进一步加强网站平台管理，切实履行网
站平台主体责任，共同维护云阳县良好网
络生态环境。

云阳县网安大队动员各网站平台负责人
充分利用本地网站、自媒体等平台，全面宣传
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在本地网站显

著位置发布“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警民携手共
护清朗”“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等提示语，
通过媒体平台发布打击整治网络谣言法律法
规依据等。

据介绍，下一步，云阳网安将持续开展
“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宣传，引导广大市民群
众自觉抵制网络谣言，积极弘扬社会正能量，
共同营造文明诚信的网络环境，打造风清气
正、和谐清朗的网络世界。

云阳警方向网络平台及从业人员解读相关法律法规

履行主体责任维护良好生态

本报讯（记者 舒楚寒）1月4日，九龙坡
区启迪科技园路演大厅里，网络安全民警为
50 多家网站平台负责人和自媒体从业者带
来精彩路演。据了解，这是九龙坡区公安分
局近日开展的第三场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主题
宣讲。

为深入推进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
动，进一步提升广大群众识谣、辨谣、防谣能
力，九龙坡警方精心筹划、主动作为，从上个
月起，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开展打击整治
网络谣言宣传活动，实现线上线下全覆盖。

现场宣讲活动中，九龙坡区公安分局网

安支队民警通过典型案例分析、政策法规宣
讲、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惑、签署承诺
书等方式，向各企业平台代表进行了一场干
货满满的普法宣传。

冯先生是自媒体从业人员，在参加宣讲
活动后表示，通过宣讲对网络谣言的危害及
法律后果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作为一名互
联网内容生产者，今后不仅要做到甄别网络
谣言，还要借助自己的影响力，传递不信谣不
造谣不传谣的好风气。

九龙坡区委网信办相关人员也参与
了宣讲，协同公安机关通过活动压实互联

网企业主体责任，督促企业加强内部规范
管理。

据了解，开展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
动期间，九龙坡警方动员网络平台、从业人
员及网民群众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推动形
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网络谣言综合治理体
系。在社会面宣传方面，一方面结合岁末
年初向群众报告工作，通过社区民警将拒
谣识谣的知识送进千家万户；另一方面，在
网吧、电竞酒店等场所，通过开机屏保投放
安全宣传标语等方式，让拒绝网络谣言意识
深入人心。

九龙坡警方动员网络平台、从业人员、广大网民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

共建共治共享清朗网络环境

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
老大爷走失一周
警民合力终寻回

本报讯 2023 年 12 月 27 日 16 时许，
沙坪坝区公安分局新桥派出所接到辖区
群众文先生报警，称其84岁患有轻微阿尔
茨海默症的父亲外出后未归。

民警立即展开调查，但从接警后找到
次日凌晨2点多，一直没能找到老人。接
下来的几天里，因监控视频中不见老人踪
影，派出所组织警力进山寻找，并联系专
业无人机、搜救犬配合搜寻；社区民警通
过询问物业、保安以及走访群众，对周边
小区逐一进行排查；制作了寻人启事，通
过辖区小区、网格微信群发布老人走失的
动态。

“文先生，你的父亲找到了，麻烦来一
趟派出所。”1 月 2 日早上，就在一家人焦
头烂额时，文先生接到了新桥派出所民警
打来的电话。

原来，当日8时左右，新桥派出所值班
民警接到上桥社区工作人员电话，称在辖
区发现一位老人，很像寻人启事里走失的
文大爷。民警立即赶到现场，老人正坐在
路边石墩上，衣服上沾满了草屑，精神状
态尚可，但言语含糊不清。

通过对比，民警确定这位老人就是走
失的文大爷。民警将老人扶回新桥派出
所，给老人倒上热水取暖，还买来热腾腾
的早饭。

很快，文先生一家赶到派出所，看到
走失多天的父亲，文先生再也忍不住，呜
咽着向民警连声道谢。民警也嘱咐老人
家属，一定要看顾好老人，避免再次走失。

记者 唐孝忠

游泳池里来贵客
野生林麝逛城区

本报讯 “巫溪生态也太好了吧，还
能在游泳池里看见野生动物！”1月4日，巫
溪县公安局食药环犯罪侦查大队，接到群
众报警，称一只野生动物误入了游泳池。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一
眼就确定这位“稀客”是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林麝。“天气这么冷，小家伙会受冻的，
我们快点把它救起来！”民警立刻找来网
兜，小心翼翼地将林麝套住，与围观群众
合力将其救起。

经检查，林麝并无受伤，随后，民警同
巫溪县林业局等工作人员一起，将小家伙
送回山林放生。

据介绍，巫溪公安开展“净山行动”以
来，重拳打击非法狩猎、非法采矿等违法犯
罪活动，全县生态持续优化，林区野生动物
数量逐步上升，更多国家保护动物的身影，
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民警提醒，发现野
生动物后，千万不要自行抓捕，应及时拨打
报警电话，等待专业人员进行处置。

记者 杨 雪 通讯员 邓 敏

用双面胶更改号牌
改成了已注销车辆

本报讯 一驾驶员使用双面胶更改
机动车号牌，结果改成了已注销车牌，近
日，该车在上路行驶时被江北警方查获。

当日，江北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巡
查到一辆车牌已注销的小型车辆上路行
驶，立即安排路面警力进行拦截。

江北区交巡警支队渝澳勤务大队民警
在嘉鸿大道嘉鸿支路路口将该车拦停。拦
停后，民警发现该车号牌外观明显异常，走
近一看，号牌上的字母L被用双面胶改成了
D，字母U被用双面胶改成了0。巧的是，更
改后的号牌属于一辆已注销的小型汽车。

驾驶员程某起初不承认是自己所为，
辩称是车辆停在外面时不知道谁贴上的，
后经民警普法教育，程某最终承认是自己
为了躲避监控抓拍，用双面胶更改了号牌。

民警依法对程某故意遮挡、污损或者
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行为处以记9
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记者 杨 雪

设置屏保宣传标语设置屏保宣传标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