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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自媒体” 管理， 压

实网站平台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

任， 健全常态化管理制度机制，

推动形成良好网络舆论生态， 近

日， 中央网信办发布 《关于加强

“自媒体” 管理的通知》， 通知提

出严防假冒仿冒行为、 强化资质

认证展示、 规范信息来源标注、

加强信息真实性管理、 加注虚构

内容或争议信息标签、 完善谣言

标签功能、 规范账号运营行为、

明确营利权限开通条件、 限制违

规行为获利、 完善粉丝数量管理

措施、 加大对“自媒体” 所属

MCN 机构管理力度、 严格违规

行为处置、 强化典型案例处置曝

光等 13 条举措。 （7 月 13 日

《法治日报》）

部分自媒体人突破道德底

线， 为吸引粉丝、 提高点击量和

关注度， 剑走偏锋制作噱头， 充

当“标题党”， 挑动网民情绪，

撕裂社会共识， 或以谣获利、 以

假吸睛， 制造、 传播虚假信息，

扰乱社会公共管理秩序， 或恶意

剪辑、 低俗恶搞， 肆意传播低俗

色情信息， 污染网络生态， 或抄

袭洗稿、 大搞“黑公关”， 成为

“网络水军”。 如此作为， 既践踏

了法律的尊严， 又破坏了良好网

络舆论生态， 误导了人们的价值

观和思想观。

自媒体不是法外之地， 必须

受公共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的约

束。 近期， 国家网信办针对自媒

体账号存在的一系列乱象问题，

开展了集中清理整治专项行动，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为加强“自媒体” 管理， 压

实网站平台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

任， 健全常态化管理制度机制，

推动形成良好网络舆论生态， 中

央网信办发布了 《关于加强“自媒

体” 管理的通知》， 13 条严管措施

“落地”， 自媒体更要强化底线意

识、 法治观念， 恪守最基本的法律

红线。

对于“自媒体” 乱象， 必须正

本清源， 依法治理。 中央网信办加

强“自媒体” 管理 13 条“铁规”，

从严防假冒仿冒行为、 强化资质认

证展示， 到规范信息来源标注、 加

强信息真实性管理、 加注虚构内容

或争议信息标签、 完善谣言标签功

能、 规范账号运营行为， 再到严格

违规行为处置、 强化典型案例处置

曝光等， 点面线结合， 夯实营造清

朗网络空间“文明底座”。

作为网络信息内容管理方面的

重要立法，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

理规定》 对网络信息内容的生产

者、 服务平台的主体责任有明确、

刚性的规定， 不仅不得传播违法、

不良的信息， 也应当履行信息内容

管理主体责任， 加强平台网络信息

内容生态治理， 培育积极健康、 向

上向善的网络文化。 净化网络环

境， 是全社会的共识， 从而推动

“自媒体” 行业自律、 健康发展，

使互联网空间更加风清气正。

建筑施工、 房屋装修、 商业

叫卖……这些常常发生在住宅小

区的噪声污染， 让居民不堪其

扰。 随着群众依法维权意识和能

力的提高， 以及相关部门协调联

动治理力度的加强， 越来越多的

防治噪声污染类成功案例涌现，

为还静于民提供借鉴和路径， 切

实维护好群众“安宁权”， 助力

打造宜居生活环境。 （7 月 16

日 《法治日报》）

噪音污染会影响人睡眠， 影

响人工作、 学习与生活， 如长期

受噪音干扰， 还会造成神经衰

弱， 出现头晕、 视觉疲劳等症

状。 严重者可能出现永久性耳

鸣、 噪音性耳聋等疾病。 还有爱

跳广场舞的大妈， 因为长期在高

音贝的环境中跳舞， 造成听力下

降， 有的甚至患上了高血压、 心

脏病， 医生称这与长期生活在噪

声环境中有关。

近年来， 环保部门对噪声污

染的治理力度在不断加大， 也取

得了较大的成效， 但噪声污染仍

是防治难点。 之所以如此， 背后

有多重原因影响。 比如噪音污染

有瞬时性、 局部性、 分散性很强

等特点， 很难取证； 很多城市还

缺乏专业的噪音检测设备、 没有

足够的执法人员； 同时， 环保、

公安、 交通、 文化、 工商等部门

都肩负环境噪声监管职责， 还需

要加强配合更好地形成合力； 而

目前我国全面的噪声监测网尚未

建立， 噪声污染监测无法像空气质

量监测一样常态化， 噪声污染监测

频率低， 日常噪声污染水平难以准

确衡量。 这些原因造成了整治噪音

污染时存在治理乏力、 力有未逮的

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 需要相关部

门、 城市管理者能够逐一化解。 比

如要完善立法， 厘清监管职责， 明

确职责分工， 加大监管力度。 今年

初， 中国生态环境部、 国家发改

委、 交通运输部等 16 个部门联合

印发了 《“十四五” 噪声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 声称要多措并举推动

噪声源污染治理， 通过实施噪声污

染防治行动， 稳步提高噪声污染防

治水平。

同时， 各级政府还应加大对噪

音污染治理的投入。 设计城市发展

规划时， 要做到“动静分离”， 避

免留下噪音污染“后遗症”； 执法

部门要从法律上对噪音污染制造者

形成更有力的惩治， 增加违法成

本； 对噪音污染的受害者， 也要能

畅通维权渠道， 满足合理的诉求；

公众需增强环保意识和维权意识，

避免自己成为噪音污染的施害者和

受害者。

噪音污染不能成了环境治理的

“漏网之鱼”， 应对噪音污染要筑牢

法治“隔音墙”。 通过多措并举，

形成全社会合力“降噪”， 抓好噪

声污染源治理， 让噪声污染防治能

够真正走出“治理乏力” 的困局，

这样才能守护好公众的“安宁权”，

为公众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宜居环境。

近日， 一个吐槽孩子身边

“毒玩具” 的视频引发网友热议。

一些造型奇特的“网红玩具” 其

实是“三无” 产品， 没有任何安

全提醒或提示， 通过各种渠道进

入孩子的世界。有调查显示，一些

起泡胶的挥发物中， 含有对人体

有害的化学物质。 一些火漆印章

类产品， 加热部位周边温度升高

过快， 存在烫伤风险。 （7 月 13

日 《法治日报》）

随着网络的发展， 大量“网

红玩具” 成为中小学生的最爱，

且在攀比心理作用下， 一旦某个

人拥有了网红玩具， 其同学和朋

友便会购买同样的玩具。 而这些

含有有害物质的“毒玩具”， 显

然会对中小学生带来极大危害，

相关部门有必要重视起来， 铲除

这些“毒玩具” 的市场空间。

这些“毒玩具” 危害可谓触

目惊心， 如有些“毒玩具” 会释

放有毒气体， 甚至可能引起多器

官蓄积性中毒， 有些则会导致小

孩被烫伤； 还有些“毒玩具” 装

有糖豆等三无食品供小孩食用，

可谓是“毒上加毒”。 这些“网

红玩具” 在线上线下卖得火热，

在中小学学生中非常流行。 由此

可见，“网红毒玩具” 的波及面很

广，危害相当之大。

玩具并非是可以野蛮生长的

领域。 根据 《未成年人保护法》，

生产、 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食

品、 药品、 玩具、 用具和游戏游

艺设备、 游乐设施等， 应当符合

国家或者行业标准， 不得危害未成

年人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 上述

产品的生产者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明

注意事项， 未标明注意事项的不得

销售。 且 《国家玩具安全技术规

范》 从最初的 1986 版发展到目前

的 2014版， 标准化体系不断完善，

已形成了 GB6675-2014 《国家玩

具安全技术规范》 国家标准 1-4

部分， 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强制

实施。

在相关标准非常明确的情况

下， 一些商家依然生产销售所谓的

“网红毒玩具”， 足以说明其主观恶

性相当之大， 根本没有把消费者权

益和青少年身体健康放在心上。 对

此， 购买到这类玩具的消费者可以

主张退一赔三且不低于 500 元的赔

偿。 此外， 生产、 销售不符合保障

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国家

标准、 行业标准的产品的， 监管部

门应责令停止生产、 销售， 没收违

法产品， 并处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

倍以下罚款。 如果销售金额达到 5

万元以上的， 还涉嫌构成生产、 销

售伪劣产品罪。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必须受到

最严格的保护， 任何侵害未成年人

身体健康的恶行都应受到严惩。 生

产销售“网红毒玩具” 看上去没有

直接伤害未成年人， 却隐蔽持续地

侵害孩子们的身体健康， 必须引起

重视。 电商平台、 市场平台理当从

严管理，绝不放任“网红毒玩具”流

向市场。监管部门则应对生产、销售

“网红毒玩具”链条上的每个作恶者

严惩重罚， 有效挤压其市场空间，

保护未成年人远离“毒玩具”。

!" 读者呼声 2023 年 7 月 18 日 星期二

铲除“毒玩具”的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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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

随着文旅产业复苏， 民宿行业迎

来接待热潮， 但也出现一些民宿商家

借各种套路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况，

让部分消费者的“舒心之旅” 变成了

“闹心之旅”。 （7 月 13 日 《经济参

考报》）

百家讲：

为保障民宿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从国家到地方以及相关部门近年已经

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 。 今年 2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的国家标准 《旅

游民宿基本要求与等级划分》， 规定

了旅游民宿经营管理的总体要求， 将

旅游民宿等级由高到低划分为甲 、

乙、 丙三级， 并实行动态管理。 这对

于遏制民宿行业 “野蛮生长”， 避免

和减少民宿变 “民诉” 问题， 都具有

积极意义。

为防止民宿变 “民诉”， 需要相

关部门相互协作打好监管组合拳， 切

实加强民宿市场整顿 ， 完善准入标

准， 依法加强规制。 尤其是要强化线

上线下监管， 严厉查处民宿业各类乱

象， 相关平台对入驻的商家负有监管

责任， 从入驻信息、 资质审核， 到日

常监管方面， 平台均应主动作为， 倒

逼民宿经营者端正服务态度， 提升服

务质量。 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 也要

多些理智消费， 在预订民宿时， 不要

只参考平台上商家提供的照片和位置

信息来下单， 可以进一步参照以往消

费者的评论和上传的真实图片做出理

性选择 。 当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时， 应及时向平台和有关部门投诉举

报， 以便有关部门对于违法违规的经

营者给予及时查处， 以正视听。

———丛然滋

事由：

近日， 宁波市首批泳池水质监测

结果新鲜出炉。 本次共计抽检游泳场

所 133家， 其中合格单位 124 家， 不

合格单位 9 家， 合格率为 93.23%。

（7月 14日 《宁波晚报》）

百家讲：

泳池水质卫生之所以屡出问题，

主要是游泳馆经营者为节省成本， 换

水消毒 “偷工减料” 不及时， 降低了

水质卫生标准。 有的游泳场所长期不

换水， 使泳池成为病菌的温床， 表面

看似清澈透明 ， 实际上早已污秽不

堪， 泳池值、 余氯含量、 细菌数等严

重超标 。 还有的游泳场所受利益驱

使， 对相关规定视而不见， 泳客有病

无病都 “来者不拒”， 加大了泳池染

病风险， 严重威胁广大游泳者的身体

健康。

公共泳池卫生事关游泳爱好者的

身体健康。 相关职能部门要严格日常

监管， 既要增加检测次数和频率， 又

要对违规者加大惩罚力度， 除了经济

上处罚， 严重者更要关门整改， 双管

齐下才能守好公共泳池卫生关 。 此

外， 还要创新监管模式， 有的游泳场

所运用 “互联网+物联网”、 人工智

能等数字技术， 实现对游泳场所全过

程、 全时段 、 全要素的无感智能监

管， 对水质进行实时在线监测并向泳

客公示， 一旦水质不达标就会自动报

警， 提高了监管效能， 这样的做法，

值得借鉴推广。 ———刘予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