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税务总局佳木斯市税务系统团
工委创新工作方法，立足主责主业，通
过机关带系统、团员带青年、线上带线
下等方式发挥组织优势；通过参观抗
联雕塑、讲述青年愿景、重温入团誓
词等形式坚定理想信念；通过开展美
化城市环境、慰问孤寡老人、关爱自
闭症儿童等活动彰显使命担当。联合
共青团佳木斯市委开展“青年文明号
开放周”活动促进青年交流，联合

“佳木斯市青年电商联合会”为创业青
年送政策，联合冬奥冠军武大靖向校

园师生普及税法知识。我们将继续对内提升工作质量、对
外强化社会服务，为税收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青
年力量。

中 铁 十 局 青 岛
公司团委始终坚持
政治引领，把青年发
展作为激发企业内
生动力的重要抓手，
主动服务国家“交通
强国”重大战略，将
青年人才培养与企
业党建工作、中心工
作相统一，以“青马
工 程 ”提 升 精 神 素

养、以“党建引领”促进青年发展，引领
团员青年当好企业改革发展的生力军
和突击队，展现青春的朝气锐气，助力
企业高质量发展。

国家税务总局佳木

斯市税务系统团工

委书记 赵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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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徐丹阳 白 杨
实习生 邱 岚

网络空间的内容庞杂繁复，“按

键”伤人现象层出不穷。造谣诽谤，谩

骂侮辱，每一次键盘的敲击都可能化为

“利器”，“刺”向无辜的受害者。

什么样的行为构成网络暴力？遭遇

网络暴力怎么办？治理网暴，应该怎样

做？在中国青年报社出品的新一期 《参

数》节目中，两名在网络上遭受过无端

恶评的青年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

所研究员支振锋，分享了他们对网络暴

力的看法。

网络暴力，离我们并不遥远

“我在运营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

有时账号下面的评论，会有一些陌生人

攻击我。”今年 25岁的自媒体博主孙天

芫分享了她在网络上遭遇的经历，“这

些人没有任何理由，就用一些恶劣的语

言对人进行攻击”。

“今年我在本科毕业典礼上表演了

节目，就把一些歌曲表演片段放在网络

平台上传播。有些人的评论脱离歌曲表

演本身，上升到对我个人的人身攻击，

甚至是侮辱或者诋毁。”目前正在读研

的宁子卓，回忆起几个月前在网络上遭

遇的风波，仍心有余悸，“视频发出来

后，流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评论

根本翻不完，我看到这些恶评时比较震

惊，也感到很无力”。

孙天芫认为，网络暴力是一种非常

恶劣的现象。很多人没有了解一件事情

的全貌，就随便评论，还有一些人在匿

名的状态下，随意发泄自己的情绪，这

些行为都是不负责任的。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

一项调查显示，65.3%的受访青年表示

自己或周围人遭遇过网络暴力。

“网络暴力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不

是一个严谨的、有确定内涵的法律概

念。”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

员支振锋表示，虽然对网络暴力现象比

较难界定，但仍然可以找到网络暴力的

一些共同特征，“比如可能涉及侮辱、

谩骂、造谣、诽谤、侵犯隐私，或者在

有些情况下构成了对身心健康严重伤害

的行为，例如恶意猜测、道德绑架等”。

遇到网络暴力怎么办

面对网络平台上的恶评，宁子卓用

平台的举报功能，对一些带有明显人身

攻击的评论进行了举报，平台很快净化

了相关评论。对于一些平台系统难以检

测但确实存在恶意攻击的评论，宁子卓

联系了一些发布视频的账号，“一方面

是把我的回复置顶，以防一些人会有先

入为主的判断，另一方面是删除一些非

常恶劣的评论”。

孙天芫关注到了网络暴力受害者的

心理情况，“有些人面对恶意评论，可

能会陷入自我否定，没办法通过自己的

力量调节心理状态，这时可以跟朋友、

老师或者家人分享和倾诉，也可以找心

理医生，进行专业的心理疏导”。

“有时善意和爱意给人带来的影响

比恶意大。”宁子卓记得，当时朋友、

同学和许多陌生网友给予了他正向的鼓

励，让他找回信心。他也在自己的社交媒

体账号上写道：“那些恶意嘲讽、谩骂和

造谣永远都不会动摇我继续发光发热的

心。感谢遇见温暖的你们。”

支振锋从不同层次分析了遭遇网暴的

公民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首先，如果侮

辱谩骂、侵犯隐私的情况比较严重，特别

是造谣诽谤，那就有可能构成网络暴力。

这时可以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进行侵权上的救济，比如到人民法

院通过民事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其次，如果对某个公民个体的隐私侵犯比

较严重，成了一种社会现象，对社会秩序

造成破坏，这种情况有可能构成 《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应予处罚的

行为，公安机关可以进行罚款，甚至拘

留。最后，更加严重的情况就是构成犯

罪，一种是对某个公民个体构成侮辱、诽

谤，并达到犯罪的程度，公民可以到人民

法院提起刑事自诉；另一种是侮辱、诽谤

的情况特别恶劣，甚至构成了严重的社会

后果，比如“社会性死亡”，导致人的心

理精神失常，甚至出现了生命的代价，或

者对国家安全、社会秩序构成非常严重的

冲击，这种情况就达到了由检察机关提起

公诉的犯罪程度，最后由人民法院依照法

律进行刑事制裁。

治理网络暴力，没有人是旁观者

“现在网络传播的速度很快，很多时

候还会存在跟风的现象。最开始可能就觉

得大家都这么说，多我一个或少我一个又

不会怎么样，但是当很多人有这样的心

态，对于网络暴力的当事人，就会形成越

来越大的影响。”宁子卓说。

支振锋认为，对于网暴，很多人会有

一种“法不责众”的印象，然而一旦构成

比较严重的犯罪，是不存在“法不责众”

的情况的。现在在网络平台上是后台实

名、前台自愿，公安机关通过技术手段侦

查，能够找到网络暴力的犯罪嫌疑人，然

后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诉，最后由人民法

院审判，如果认为施暴者构成刑事犯罪，

可以进行刑事制裁，判处有罪。

支振锋说，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在

日常生活里有一些网络暴力，情节比较轻

微，没有达到很严重的程度，例如破坏公

共秩序、破坏国家安全、造成严重的社会

后果或者是有组织的信息操控等，构不成

治安管理处罚意义上的违法或犯罪。在这

种情况下，公民个人可能很难向那么多人

主张权利，所以会有一些人成了“漏网之

鱼”，感觉好像存在“法不责众”的情

况。而实际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了平台

应该履行的义务，也会对平台进行监管，

随着平台规则的健全，“法不责众”的空

间会被逐步压缩。

今年 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了 《关于依法惩

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意见

中体现了从严惩治精神，矫正“法不责

众”错误倾向。

宁子卓觉得，每个人都有权利发表评

论，而评论的内容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

善意的语言会温暖一个人，恶意的评论会

对人造成伤害。“最好全面地了解完一件

事，再进行评价。同时，如果看到一个人

遭受网络暴力，我们要有勇气去保护他

人，哪怕实在不愿意或者不敢牵扯到网络

暴力中，也不要给施暴者更多的热度，最

终无形中变成了施暴者”。

孙天芫认为，网络平台实名制的做法

能够有效地在前期遏制网暴行为，在网暴

事件发生后也能找到相关责任方，“每个

人心里要有一杆秤，如果你的言论有失妥

当的话，是需要负法律责任的”。

今年 7 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

《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

出，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履行信息

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建立完善网络暴力

信息治理机制，健全账号管理、信息发布

审核、监测预警、举报救助、网络暴力信

息处置等制度。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显

示，93.9%的受访青年认为平台应守好防

治网暴第一道防线。

支振锋表示，网民也需要提高文明素

养和法治素养，“国家、平台、社会、网民个

体形成一个多主体协同的治理机制，从立

法、执法、司法和个人守法等

各个环节做好网络暴力的预

防、抵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惩处网络暴力，营造一个

更好的网络生态环境”。

“戾气”伤人怎么办？直面网暴不做旁观者

制图：林天羽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丹萍
记者 齐 征

当女儿小唯唱起瑶歌，韦肖总会在旁边一

起哼唱。身为瑶族分支布努瑶的一员，这既是韦

肖儿时熟悉的旋律，也是女儿当前在校学习的

内容。两代人的童年似乎在这一刻，穿越时光，

合二为一。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温暖一

平方”直播间采访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巴

马瑶族自治县布努瑶传统文化传承的故事。

小唯在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的东山乡中

心小学（以下简称“中心小学”）读六年级。从三

年级开始，每周她都会到少年宫学习本民族的

传统文化。从陀螺、铜鼓，到刺绣、竹枪，几乎

少年宫开设的每一门课程，小唯都想尝试。“少

年宫每年都会展出小学五、六年级孩子的作

品，非常好看。”韦肖说，女儿看到这些作品，就

很想参加。

中心小学建于 1955年，目前有学生 801人，

其中瑶族学生 775人。自 2012年 4月起，巴马瑶

族自治县文明办、教育局和财政局在中心小学

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开设陀螺、射弩、竹枪等

布努瑶体育，以及棋艺、歌舞、手工艺等相关课

程，助力非遗的保护和传承。课程学习由学生自

主报名，教师由中心小学老师兼任。每逢周三周

四孩子们在一起上课。

此外，中心小学还设有瑶族传承班，主要教

授一些具有布努瑶特色的民歌、民舞、民乐，如

《瑶山鼓韵》《飞歌满》《弩舞》《铜鼓齐奏》等。每

逢元旦、“六一”等节日，学校会举办民族舞蹈、

歌曲等展演比赛等。

打陀螺不但需要学习捆绳的方式，还要注

意击打方向。在老师的耐心指导下，小唯终于和

陀螺达成了默契，非常开心。课上，老师经常让

学生分组比赛，看谁的陀螺旋转时间最长。有

时，小唯也会跟随老师去外县比赛或参加活动，

为此她很自豪。

“打陀螺是我小时候的游戏。”每当看到

孩子们学习非遗知识，韦肖的心里都会倍感

欣慰。在她看来，这些课程能够让孩子们知道

瑶族的传统文化，“我希望他们好好读书，日

后到外面勇敢自信地介绍家乡的文化，让更

多人了解布努瑶。”

已在中心小学工作 6 年的数学教师蒙春

瑶，从入职起便参与瑶族民族文化相关知识的

教学工作。回顾多年的教学经历，她表示，有些

学生对于本民族文化的热爱很让她感动。蒙春

瑶告诉记者，有的学生从三年级到六年级坚持

学习，不论是皮鼓、铜鼓舞还是唱歌的课程，都

积极参与。

对于同样在中心小学工作的语文老师谭素

菊来说，教学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虽然谭素

菊是瑶族，但不属于布努瑶一支，在接受教学任

务前，她对布努瑶的文化了解并不多。今年她负

责《瑶山鼓韵》的教学，其中涉及一些步法以及

击鼓的手法，颇有难度。有的学生之前在其他老

师的课上已经学会了，还会耐心地来教谭素菊。

“和学生相互学习，特别有意思。”她说。

如今，中心小学开设非遗相关课程已有 10
余年，项目受到了多方的认可，师生常常被邀

请到大型活动进行展演和比赛。不过，副校长

兰桂文坦言，由于参与教学的人多为本校教

师，很多人没有真正接触过原汁原味的布努瑶

传统文化。他希望能和有亲身经历的、研究非

遗的专业人士有更多交流，促进布努瑶传统文

化的保护和传承。

蒙灵今年 68岁，是瑶族祝著节的省级代表

性传承人。他曾 3 次到中心小学和孩子们交流

互动。在他看来，非遗进校园的主要目的是在孩

子们的心底种下学习非遗的种子。然而，“学生

在学校要以学习科学文化为主”，很多关于非遗

的深奥内容还需要扎根民间，通过更多的方式

进行保护和传承。

今年 7月开始，蒙灵作为老师之一，参加了由

巴马相关部门组织的非遗培训班，面向东山乡民

间艺人和回乡大学生，讲授相关知识。

目前，巴马共有 72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其中，

瑶族祝著节、壮族补粮敬老习俗为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当前，巴马全县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有

3 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有 6 人。”县长余浩学表

示，由于目前部分传承人年事已高，巴马县将每年

举办传承人培训班，挖掘更多年轻的非遗传承人。

今年挖掘出蒙萱、兰海新、蒙有忠、黄成英、黄成龙

等 11位年轻传承人。

除了培训班，巴马还加强对文化遗产保护知

识的宣传，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示表演活

动；建立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库；抓基地建

设，加强对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举办全县性

的“春节”、瑶族“祝著节”“盘王节”、壮族“三月三”

歌节等活动，注重培养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

位于巴马新民社区的非遗工坊将瑶族非遗和

文旅结合，开发文创手工艺品、建立产学研创基

地、培育瑶族新手艺人，带动群众灵活多点就业，

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产业振兴和人才振兴。

工坊采用“培训+订单+新手艺人”的运营

模式，自 2022 年 9 月以来，带动周边约 50 位居

民就业。“很多人都要照顾老人，

接送小孩上下学。”在工坊工作的

杨云花介绍，工坊离家近，时间灵

活，很好地解决了大家“家庭照

顾”的需求。

从校园到“田野”布努瑶文化传承进行时

东山乡中心小学的学生进行非遗表演。 受访者供图

近日，多位消费者反映，自己预订机票后，接到了“因飞机故障航班取消，需旅客退改签

机票”的短信或电话。许多人根据这些提示申请理赔，却发现遭遇诈骗。面对此类航班信息

更改，旅客应立即通过官方途径验证信息的真实性。在提醒旅客保护个人信息的同时，我们也需探究这类事件频繁发生的原因。

这可能涉及航空公司或代理商的数据安全漏洞，导致旅客信息被非法获取。除了加强个人的信息保护意识，更应促使相关部门加

强对旅行行业数据安全的监管，以减少这类事件的发生。 漫画：程 璨

警惕个人信息泄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