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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月 10日电（记者
赖星 邹伟）近日，在公安部统一指挥部
署下，江西、河北、安徽、福建、河南、四
川、陕西、甘肃等8省公安机关统一行
动，严厉打击“重金求子”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截至目前，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153名，摧毁“重金求子”电信诈骗犯罪
团伙及上下游灰色产业链犯罪团伙24
个，初步查破涉及全国20多个省区市
的200余起电信诈骗案。

近年来，不法分子通过电话、网络等
散播“重金求子”“以高价找人生孩子”
等内容的虚假信息，待被害人信以为真
后，通过冒充“富婆”“律师”“工作人

员”等让被害人缴纳名目繁多的费用实
施诈骗。今年3月，江西省公安机关在
侦办一起“重金求子”电信诈骗案件过
程中，经循线追查，发现该案涉及上下
游“产业链”上10余个犯罪团伙，涉案
人员众多。鉴于案情重大，国务院打击
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部际联席
会议办公室对该案挂牌督办，公安部刑
侦局成立专案组，对该案进行侦查，并
派员多次赴江西督导案件侦办工作。
经过艰苦的缜密侦查，公安机关逐步查
清了10余个具体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
和多个上下游灰色产业链犯罪团伙的
分布情况、人员构成和具体作案手法，

初步串并案件200余起。
近日，在公安部统一指挥部署下，江

西、河北、安徽、福建、河南、四川、陕
西、甘肃等8省公安机关对该案同步开
展集中收网行动，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153名，摧毁“重金求子”电信诈骗犯罪
团伙及上下游灰色产业链犯罪团伙24
个，捣毁2个网上语音平台、9个服务器
平台、43个短信群发窝点，查获短信群
发器300余台，缴获银行卡、手机卡、魔
音手机、电脑、POS机等一大批作案工
具，初步查破涉及全国20多个省区市
的 200 余起电信诈骗案，涉案金额
3000余万元。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电信网络诈
骗严重侵犯群众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
益，严重影响群众的安全感。公安机关
将全警联动、合成作战，出重拳、下重
手，不断加大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
并通过“打源头”“摧网络”“端窝点”，
全链条打击电信诈骗犯罪。同时，加强
与电信、金融等职能部门协调配合，全
面落实综合防控措施，坚决将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切实
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公安机关
提醒广大群众，切实提高防骗意识，捂
紧自己的“钱袋子”，不让犯罪分子有机
可乘。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记者于佳欣 安蓓）为
加强对网上“炒信”行为的监管，“双十一”来临前，阿
里巴巴、京东等8家电商企业共同签署了“反炒信”协
议，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指导下，“炒信”行为将被纳
入“黑名单”严惩。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许昆林说，“炒信”就是利用
网络虚拟交易炒作信用，目前已呈现职业化、专业化
等特点，是电子商务领域的一大毒瘤。加强对“炒信”
行为的监管，有利于促进电商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

会上，阿里巴巴、腾讯、京东、58同城、滴滴出行、
百度糯米、奇虎360、顺丰速运等8家企业签署了《反

“炒信”信息共享协议》。根据协议，各企业将加强内
部信用管理，记录“炒信”行为信息。在国家发改委、
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等有关部门指导下，企业将在
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定期共享信用信息，并应用
到各类场景中。

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副司长李聚合表示，根据
协议将建立并定期共享“炒信”黑名单和联合惩戒子
系统。“炒信”黑名单包括但不限于为“炒信”行为提
供账户、数据、技术等服务的单位、个人、网站和移动
应用程序。对“炒信”主体将限制新设立账户，屏蔽
或删除现有账户，扣除信用积分，限制提供互联网金
融服务，限制严重失信寄递物流企业入驻电商平台，
限制网络广告推广等。

李聚合表示，反炒信不能电商单打独斗，需政府、
企业联合发力。这一机制将通过制度、技术措施保
护商户的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也鼓励广大市场主
体对“炒信”行为进行举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高敬 任可馨）
“双 11”又要来了！中国消费者协会 13 日宣布
启动 2016 年“双 11”网购商品价格及服务体验
式调查活动。

“双 11”期间网购销售额屡创新高，相关消
费纠纷也呈现急剧上升的趋势，消费者权益受到
损害情况较为突出。目前，很多电商平台及相关
经营者正在为“双11”活动做前期准备。为了加
强对国内主要电商平台“双11”商品价格及服务
的社会监督，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中消协
将针对去年“双11”期间主要电商平台销量相对
较多的商品类别开展体验式调查活动，详细监测
相关商品在今年 10 月中旬至 11 月下旬期间价
格变化，具体体验送货服务及无理由退货情况，
并重点测评相关商品质量状况等。

此次体验活动将由消费维权志愿者模拟消
费者身份，获取视频、录音、照片、网页等图文影
像一手资料，并将相关商品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测
试。中消协相关负责人表示，体验结果及发现的
典型问题将及时向社会公布，并移送政府有关部
门，建议作为信用建设负面典型处理。

他介绍，2015 年“双 11”前后，中消协针对
国内主要电商平台声称折扣力度大、标示销量多
的94款商品的价格、售后服务、产品质量开展了
体验式调查活动。结果表明，在价格方面，部分
商品涉嫌虚假折扣，存在虚标原价，存在“清仓
价”“限时抢购”等价格误导宣传形式；在售后服
务方面，部分商品以“快递爆仓”为由延迟送货，
存在不提供正式票据或让消费者补缴税点再开
发票的情况；在产品质量方面，部分服装、箱包、
鞋类样品存在纤维成分含量与实际不符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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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严厉打击“重金求子”电信诈骗犯罪 抓获犯罪嫌疑人153名

新华社杭州10月13日电
(记者马剑) 微信公众号靠机器
刷阅读量试图“瞒天过海”，几十
元钱就能买到成千上万微博“僵
尸粉”，黑屏直播却有20多个“观
看者”不离不弃……随着微信、
微博等自媒体平台越来越融入
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各种自媒体
乱象也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面对乱象，有关部门应依法加
强治理打击，营造健康有序的舆
论环境。

公众号刷量只是冰山一角
网络直播有赶超之势

根据国内自媒体大数据公
司“新榜”对8744个微信公众号
的监测显示，近期明显出现阅读
数大幅下降的公号，类别涵盖了
汽车、民生、娱乐等多个领域，其
中缩水最严重的一个汽车微信
公众号，其9月底的单篇平均阅
读数与上周七天的日均单篇阅
读数对比下跌了99．85％。

业内人士指出，这些正是容
易吸引大众眼球从而“吸金”能
力较强的领域，也是此次泡沫破
灭最明显的领
域。

而 刷 量
带来的阅读
量泡沫只是
微信公众号
乱象的冰山一角。网上有人细
数了公众号的“七宗罪”，包括内
容低俗、故意欺诈、传播谣言、诱
导分享、抄袭泛滥、诽谤他人、垃
圾信息。

中山大学大数据传播实验
室发布的《“两微一端”用户报
告》显示，通过对2015年4月至
2016年 3月间微信中被举报次
数较多的2000多条疑似谣言文
章分析研究发现，占比最高的失
实报道类达31.4％。

事实上，随着互联网的高速
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困扰的，
远不止是微信公众号，最近开始
爆红的直播平台，也有赶超之
势。据不完全统计，已知的116
个网络直播APP已有108个获
得融资，但部分“奇葩”直播和涉
黄“网红”也遭人诟病。

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及北
京网络文化协会6月1日公布了
一批违反《北京网络直播行业自
律公约》的主播名单，包括六间
房、酷我（聚星）、花椒、在直播、
映客、69秀（玖秀）、陌陌、咸蛋
家、黑金直播在内的9家网络直
播平台的40名主播被永久封禁。

易观智库互动娱乐研究中
心分析师认为，一些网络直播充

斥着低俗猎奇，这确实会给直播
平台带来短暂的用户流量高峰
并获得暂时的经济利益，但从长
远来看，将走入内容低俗与高度
同质化的死胡同。网络直播平
台应尽快制定行业自律公约，让
低俗化的主播和内容失去生存
空间。

唯独不见真相 自媒体江湖
有哪几把“刷子”？

从微信公众号到网络直播，从
年初的“东北村庄‘礼崩乐坏’”
事件，到近期的上海楼市谣言，
记者梳理发现，自媒体领域主要
存在以下三大乱象。
——“刷”字当头，流量造假吹

起繁荣泡沫。在自媒体江湖，阅
读量是与广告价格密切相关，点
击率、阅读量、粉丝数是考量新
媒体平台传播力的重要依据。
在早期如火如荼的生长之后，自
媒体的营销价值逐渐得到重视，
越来越多的广告主将重金砸向
微信、微博和新兴的直播平台。

——谣言滋生，危害社会健
康稳定发展。新闻有其严格规范

的生产流程，新闻信息需要遵循
客观真实的原则。受到多种因素
的影响，自媒体逐渐成为谣言滋
生的平台，有些甚至引发“满城风
雨”。

杭州一家房地产公司近日未
经核实即在公司相关微信群中转
发“杭州新一轮限购政策10号落
地、需交2年杭州本地社保才能
满足购房资格”等不实信息，引发
市场紧张气氛。杭州房管部门及
时“亮剑”，责令其限期整改，将违
规行为记入相关信用档案，并移
交公安部门进一步处理。此前，
上海、山东等地也曾出现微信公
众号散布虚假信息，扰乱互联网
信息传播秩序的现象，有关部门
依法关闭了相关公众号。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些自
媒体的谣言一旦传播扩散，其影
响力的削减却是难上加难，一幕
幕抢房闹剧不断上演。专家表
示，一些受到开发商和中介机构
广告投放的自媒体大号，反复误
导网民的房价预期，有的借谣言
炒作楼市，对购房者群体心理预
期有着较大的影响力。

——格调低下，为博眼球不
再敬畏生命。9月16日晚，网上
惊现大批爆料，称一位男明星

“意外身亡”。随后，虽然上海警
方及时通过官方微博予以回应，
但仍然挡不住小道消息满天
飞。面对一个生命的逝去，个别
微博与微信对死因肆意揣度甚
至恶意抹黑，有些网站则用“标
题党”推波助澜。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亟待
建立行业“诚信机制”

随着科技的发展，之前必须
通过大众媒体才能实现广泛传播
的信息，得以依靠“两微一端”进入
公共空间。但专家指出，网络空间
不是法外之地，自媒体运营者要依
法合规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周
葆华认为，自媒体只是一种广义
上的“媒体”，专门从事新闻信
息、特别是原创新闻生产的其实
很少，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品牌性
自媒体需要足够的付出，也会越
来越促进自律和他律。

“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法律
法规，指定专门的监管部门，对
不正当网络营销行为进行规范
和制裁。”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教 授 钱 弘 道
说，我国亟待
建立覆盖整个
行业的“诚信
机制”，借助大
数据技术，助

推互联网流量造假问题的解决。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

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信
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都
明确规定，利用互联网造谣、诽
谤或者发表、传播其他有害信
息，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责任。

在钱弘道看来，发布平台的
主要责任是审核账号的身份和
资质，建议平台做好分类备案，
为不同类型的账号贴上不同标
识，采取不同的管理办法。

针对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平
台，国家网信办发布的《即时通信
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
规定》明确，对违反协议约定的即
时通信工具服务使用者，即时通信
工具服务提供者应当视情节采取
警示、限制发布、暂停更新直至关
闭账号等措施，并保存有关记录，
履行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义务。

周葆华说，自媒体生态环境
的规范是这个行业、平台自身发
展的内在要求，需要参与这个生
态的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协同治
理。“这其中包括法律法规的制
定、政府部门的管理、行业自律组
织的形塑、平台运营商的规则、自
媒体人的自律，以及绝不是可有
可无的网民的监督和参与。”

愈演愈烈的自媒体乱象该治治了
新华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