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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涉企网络“黑嘴”，重在铲除背后产业链

新华时评

一段时间以来，类似本科生已
发表 14 篇 SCI 论文等荒诞事件频繁
进入公众视野，暴露出学术界存在
一定程度的急功近利、急于求成问
题。学术浮躁之风背离科学精神，
危害学术生态，必须狠刹！

学术研究是复杂细致的脑力劳
动，需要广泛占有材料、深入调查研
究、反复分析论证，有些还要开展实
践检验，是需要花时间、耗心血的苦
功夫。一味追求进度和数量，只会
催生大量学术“复制品”“劣质品”

“假冒品”。这些低质重复的“研究
成果”浪费社会资源，消耗科研人员
的宝贵年华和精力，更影响科技创
新的实效。

不完善的考核评价制度是学术
浮躁的重要根源。在一些科研院
校，衡量科研人员贡献主要看论文
和项目数量，职称晋升、评岗定级、
称号获得 、奖项申报等皆与之挂
钩。这种“以数字论英雄”的单一评
价体系，给科研人员带来“一刀切”
的沉重压力；在一些学校，以表格报

告等为代表的短期功利化的考核指
标与基础学科的学术研究规律相矛
盾，科研人员很难静下心、沉住气；
甚至不少非科研人员也被卷入“学
术锦标赛”，有的高校辅导员和行政
人员、医院的医生等都背负着论文
要求。在这种氛围下，寻求“短平
快”、选题蹭热度的浮躁之风愈刮愈
烈，滋生了很多学术不端行为。

狠刹学术浮躁之风，需要深化
评价体系改革，建立以创新能力、质
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

系，健全保障科研人员专心科研制
度。相关部门也要立好“指挥棒”，
优化论文和项目在考评体系中的权
重，让人才评价机制真正发挥正向
激励作用，充分解放创新生产力。

学术需要“静修”“慢养”。狠刹
学术浮躁之风，还要不断完善相关
配套措施。健全青年科研人才权益
保障机制，此外，还要持续搭建科研
诚信机制，加大对学术不端行为的
惩处力度，坚决捍卫学术纯洁。

据新华社

学术浮躁之风必须狠刹

中央网信办向涉企网络“黑嘴”
出手了。 5 月 22 日，中央网信办发
布通知，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
为期两个月的整治涉企网络“黑嘴”
专项行动。专项行动聚焦网络“黑
嘴”伤企乱象，重点整治操纵“网络
水军”“黑公关”恶意抹黑诋毁攻击
企业、以“删帖”“撤稿”等名义对企
业敲诈勒索等突出问题。

网络“黑嘴”利用各种不正当手
段给企业“添堵”，不仅干扰企业正常
运营、损害企业声誉，更破坏了营商
环境。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专项整治行动，聚焦热点、突出重
点，对优化营商网络环境具有积极意
义。

网络“黑嘴”到底有多“黑”？新
华社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自媒体靠

“黑公关”获取高额利益，有的一年能

收数千万元“保护费”。自媒体“黑公
关”让一些企业闻之色变。一家汽车
行业公司公关负责人坦言，公司每年
要维护上百家自媒体，“说白了就是

‘保护费’，不交钱就可能被黑。”央视
曾报道：2021 年一家美容仪器公司，
在网络上被竞争对手恶意抹黑。对
手在网上发布诋毁文章，并出具两份
伪造的质检报告，最终对手公司被法
院判处罚款，相关人员被判刑，但是
该公司却损失数千万元。竞争对手
上述抹黑手段，都是找的“网络水
军”，操作手法非常老练。

有报道显示，2019 年以来，包括
腾讯、美团等知名企业，均多次披露

遭遇“黑公关”的详细情况。值得一
提的是，“黑公关”赖以生存的互联
网行业，却成为网络“黑公关”的重
灾区。

“网络水军”“黑公关”等，只是网
络“黑嘴”的部分典型表现，其背后是
策划“看点”、炮制“黑文”、平台发布、
传播引流等“一条龙”服务的灰色产
业链。替无良企业打压抹黑对手，只
是“业务”一部分，很多网络“黑嘴”会
直接“下场”寻找目标企业，通过博取
关注、制造流量，进而谋取不正当利
益。网络“黑嘴”严重破坏互联网生
态、破坏企业营商网络环境，其背后
灰色产业链还呈现规模化趋势，搞得

企业自危，人人喊打。
防止网络“黑嘴”伤企，要深挖

严管全链条铲除，做到久久为功持
续发力。中央网信办开展专项行
动，整治涉企网络“黑嘴”，就是要清
除寄生在网络各个角落的涉企不实
信息，打击“黑公关”对企业的各种
敲诈勒索行为，更关键的是，要铲除
依附于网络的“黑嘴”产业链。

必须承认，网络“黑嘴”，具有
很强的隐蔽性 ，查处起来并不容
易。因此，要充分利用各种技术手
段，多个部门齐抓共管形成合力，既
要依靠网络平台发挥把关作用，也
要借助公安等部门的执法手段，揪
出幕后元凶，斩断利益链条，让“靠
网络吃网络”的“黑嘴”失去生存空
间。

现代快报/现代+评论员 曹玉兵

整治涉企网络“黑嘴”，就是要清除寄生在网络各个角
落的涉企不实信息，打击“黑公关”对企业的各种敲诈勒索
行为，更关键的是，要铲除依附于网络的“黑嘴”产业链

记者22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
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称，在全国范
围内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优化
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涉企网络‘黑
嘴’”专项行动，聚焦网络“黑嘴”伤
企乱象，重点整治恶意抹黑诋毁攻
击企业、对企业进行敲诈勒索、恶意
营销炒作、泄密侵权等四类突出问
题。

其中，恶意抹黑诋毁攻击企业
问题方面，重点整治组织、操纵“网

络水军”“黑公关”，联动发布涉企负
面信息，恶意攻击企业或企业家；开
展以商养测、以测养商、商测结合的
虚假不实测评等。

对企业进行敲诈勒索问题方
面，重点整治利用自身话语权和影
响力，以“舆论监督”“新闻监督”等
名义，要挟企业提供“保护费”；在企
业新品发布、上市、融资等重要时间
节点，发布涉企虚假不实信息或负
面信息，胁迫企业开展商务合作等。

通知指出，通过开展专项行动，
集中整治网络“黑嘴”伤企乱象，督
促网站平台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
机制，提升涉企网络侵权举报工作
质效，着力维护企业和企业家网络
合法权益，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

记者另从中央网信办获悉，“清
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
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针对
网民反映强烈的算法推荐加热低俗
信息、加剧“信息茧房”、加重观点极

化等问题风险，督促指导重点平台
针对性优化信息推荐算法功能、调
整信息推荐算法规则，持续加强信
息推荐算法治理。

重点平台积极响应，完善算法
推荐内容审核，开设专门网站、频道
或账号集中公开算法规则原理，开
发上线“茧房评估”“一键破茧”等创
新功能，完善用户兴趣偏好管理服
务，提升算法推荐内容多样性。

综合新华社

中央网信办专项整治涉企网络“黑嘴”
此外，将持续加强信息推荐算法治理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助力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扎实推
进，司法部22日发布一批行政执法
监督典型案例。

在依法严格执法方面，“山东某
市市场监管局行政执法监督机构监
督指导食品安全重大行政处罚案”
中，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充分发挥作
用，坚决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
要求依法处以行政处罚。同时，在

食品中添加药品的违法行为已涉嫌
犯罪，市场监管局行政执法监督机
构指导启动行刑衔接程序，及时依
法移送公安机关。

行政执法程序是保障行政执法
行为合法的重要基础，在“重庆某区
司法局监督区住建委行政执法程序
违法案”中，区住建委在未作出相应
金钱给付义务行政决定的情况下，直
接作出配套费滞纳金缴费决定书的

行为，属于程序违法。区司法局纠正
行政执法部门“重实体、轻程序”的问
题，以程序合法保障实体公正。

在协调执法权限争议方面，“甘
肃某市司法局协调行政执法管辖争
议案”中，市司法局协调解决部门间
的行政执法权限争议，完善当地行
政执法监督制度体系。

此外，典型案例以数字赋能规
范涉企检查。在“江苏某市司法局

实施‘扫码入企’监督行政检查案”
中，市司法局牵头开发建设了全市
行政执法监督信息化平台，有效破
解重复检查、多头多层检查等难
题。在“浙江某市司法局运用人工
智能技术监督‘检查扰企’案”中，市
司法局运用人工智能有效解决行政
执法监督发现问题不够及时精准、
监督人员力量不足、监督途径手段
少等难题。 据新华社

司法部发布行政执法监督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22日发布5件加
强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典型案
例，聚焦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
政审判之间的内在联系，推动最有
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落地落细。

在李某故意伤害及相关探望权
纠纷案中，由熟悉未成年人审判的法
官组成审判团队，一体推进犯罪惩

治、探望权行使和抚养费执行等关联
案件，通过协同开展多项审判延伸工
作，有效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在王某猥亵儿童及相关申请撤
销监护人资格案中，人民法院在依
法严惩犯罪的基础上，尊重未成年
人意愿，在相关民事审判中依法判
决撤销监护人资格，并落实司法救

助措施，积极开展心理疏导和帮扶
工作，全面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是一项系统
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人民
法院在审理涉未成年人案件过程
中，深化与公安、检察、司法行政、教
育、民政、共青团、妇联等部门的联
动协同。在陈某遗弃及相关申请撤

销监护人资格、医疗合同纠纷案中，
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民政局、卫
健委等通过联席会议、信息互通协
同机制，及时化解未成年人的监护
困境。据统计，目前全国法院实行
综合审判的少年法庭有900余个，
约占少年法庭总数的三分之一。

据新华社

推动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落地，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

端午佳节将至，为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营造崇尚节俭、
反对浪费的“清新”过节风气，推
动粽子回归节日食品属性，回归
传统文化本源，中国消费者协会
提示广大粽子生产经营者、消费
者：倡导简约消费，拒绝天价粽
子。

端午节，本是承载着家国情
怀与文化记忆的民俗佳节，然
而，当市场上“天价粽子”以奢华
包装、珍稀食材为卖点，节日的
文化本真已然变味。消协的提
示，不仅是对过度商业化的纠
偏，更是对传统文化回归本源的
呼唤。粽子的文化内涵，与“俭
朴”精神紧紧相连。古时粽子以
糯米、红枣等朴素食材为主，包
裹的是邻里温情与家风传承。
而今，“天价粽子”被镶嵌金箔、
搭配名酒，过度包装层层叠加，
背离了端午节的朴素精神，也无
形中造成浪费。

让粽子回归节日本位，对商
家而言，应以品质而非包装取
胜，挖掘传统工艺与创新口味，
让粽子成为文化传承的载体。
消费者亦需摒弃“价高即优”的
偏见，以理性选择推动市场良性
发展。监管部门更需加强价格
与包装监督，杜绝过度营销滋生
腐败空间。

湖北 童方萍

拒绝“天价粽子”
让传统节日洋溢文化清香

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