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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早出台《反网络暴力法》
严厉问责助纣为虐的平台

陶骏 全国人大代表、台盟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

陶骏在今年两会期间提交了《关于建立健全网
暴预警预防机制及早出台〈反网络暴力法〉的建
议》。

他关注到，随着网络在个人工作和生活中日益
重要，网络上的谣言、诽谤、恶意揣测、人身攻击等
亦蔓延到现实，令当事人不堪其扰，深受其害。通
过法律手段保护被网暴当事人，尤其是心智尚未成
熟的未成年人，刻不容缓。他发现，在当前的网络
治理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网络暴力的违法行
为和主体认定难，二是网络暴力违法证据取证难、
维权成本高。”

陶骏建议，加快出台《反网络暴力法》。他指
出，当前法律层面对于网络暴力仍缺乏精确定义以
及明确的可操作性司法解释，尤其缺乏反网络暴力
的专项法律条款作为指引。“需要从法律层面明确界
定网络暴力的定义和范畴，以具体化的法律条文指
导司法实践。”

他发现，在网暴的实际维权过程中，受害者往
往会遇到投诉入口隐蔽、自证材料众多、举报响应迟
缓的问题，应督促平台加强监管责任。他强调，一些
平台为活跃度等考虑，对用户的激烈争论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甚至助纣为虐。对此类平台，应毫不留
情、严厉问责。

受害者自己取证太难
人工智能应“挺身而出”

罗卫红 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罗卫红发现，“‘按键伤人’不见血，但恶意吐槽
或诋毁造谣对当事人造成的伤害难以估量，尤其是
涉世未深的孩子。”

罗卫红指出，在治理网络暴力的进程中，政府也
有不少新举措，如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由
当事人提请刑事自诉转为公诉，成为司法机关对普通
民众在网上受到侮辱诽谤以公诉程序查处的首起案
件。她呼吁，对于网络暴力和网络欺凌的立法迫在眉
睫：“法律的惩罚措施应及时到位，而不是造成重大危
害后果才进行事后惩处。”

她指出，在治理网络暴力的过程中，要善用科
技和文化的两只翅膀。把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
能等应用于网络空间的治理中，以智能换取效能，
以算力替代人力。“受害者自己取证不仅艰难，而且
容易造成二次伤害，如果证据可以用区块链的方式
固定下来，对受害者来说会便利很多。”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坚决惩治“按键伤人”

依法惩治信息网络犯罪，坚决惩治网暴“按键
伤人”，今年两高报告再次强调网络空间不是法外
之地。

网暴“按键伤人”，涉及侵害他人人格权、侵犯
个人隐私等诸多违法行为。然而，总有人抱着法
不责众等侥幸心理顶风作案，更为恶劣的是，还有
网络“黑公关”为商业目的，专门炮制虚假信息，进
行恶意传播。像在胡某宇事件这样的社会热点
中，一些不法分子借机造谣传谣、恶意营销炒作，
对受害者家属造成二次伤害，还严重误导公众判
断，干扰事件调查。对这些侵犯公众切身权益的
网络犯罪行为绝对不能姑息，必须依法严惩。

打击网暴“按键伤人”已经形成良好态势，不
仅要保持这种态势，还要继续完善相关立法，将覆
盖网络的法网织得更密，对网络违法犯罪查得更
严，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网络环境。

网事已翻篇
努力向前行
吴敏（取快递被造黄谣者）

最近的工作一直挺
忙，尤其是在春节后，我
的工作节奏更快了。现
在，我只想努力工作，努
力挣钱，早日退休。

之 前 发 生 的 事 情
（“取快递被造谣”），对我
来说没什么影响了，我觉
得它已经翻篇。可能我
的性格就是这样的，不
管是好事坏事，我都不
会让翻篇的事情来影响
自己，我不喜欢揪着过
去，一步三回头地看它。

对于当初为了追责
造谣者进行刑事自诉的
选择，我完全不后悔，反
而认为如果我没有做那
个选择，以我的性格，肯
定会后悔的。

不管怎样，造谣的人
的行为违法了，且违法不
自知，还自认为是在开玩
笑。这种态度让我觉得
更应该要追究到底，让造
谣的人明白什么是开玩
笑，什么是违法，边界在哪
里，要不然风波过去了，他
们还是可能对别人做同样
的事情。

对于处在被造谣、被
网暴等同类困境中的女
性，我觉得首先大家得放
过自己，如果你们已经承
受了来自外界的一些伤
害，就不要再和那些伤害
你的人一起伤害自己了，
不好的声音尽量不要去
听，不要折磨自己，如果
一直盯着黑暗的一面，无
论怎么努力，都很难到达
光明的位置。尤其在当
下，我们身边有那么多认
识的人，但真正了解自己
的没几个，更不要说互联
网上的陌生人了，而且有
些网友确实会因为他的
成长因素、受教育程度和
品行说出一些不该说的
恶评，但我们不能被这些
话影响到自己。

当事者说 专家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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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最高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

网事1 取快递被造黄谣

2020年7月，杭州女子吴敏（化名）在取快递时
被偷拍，后被造谣“女子出轨快递员”。

谣言疯狂传播，让吴敏被公司劝退，陷入抑郁状
态，找工作屡屡碰壁，陷入“社会性死亡”。但她没有
被流言击垮。2020年10月26日，她向杭州市余杭
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要求以诽谤罪追究涉事
两人的刑责。当年12月14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
院正式受理了她的刑事自诉，此后案件转为公诉。
2021年4月，该案一审宣判，两名被告被判处有期徒
刑1年，缓刑2年。

网事2 东莞“老夫少妻”事件

2021年11月19日，一个叫“飞哥在东莞”的今
日头条用户发文称——“73岁东莞清溪镇企业家豪
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88万二房公寓+豪
车一辆。”文章配图是一位白发老人与年轻女子的合
照，二人都穿着白色西装。

悬殊的年龄差，加上该用户的配文，给人以强烈
的视觉冲击。

事实却并非如此。照片中的当事人申女士表
示，照片中的老人是她已过世的外公，照片拍摄于
2018年，当时她正在上海工作，和外公在上海拍了
很多合影。

2021年12月30日，记者从东莞市公安局获悉，
“飞哥在东莞”的网友吴某已因涉嫌寻衅滋事罪，于
29日被批准逮捕。

网事3 粉色头发女孩被网暴事件

郑灵华出生于1999年。2022年7月，在被保研
到华东师范大学后，她第一时间拿着录取通知书到
医院，与病床上84岁的爷爷分享这一喜事。病床
前，染着粉红色头发的她拍下和爷爷的合照，并分享
到社交平台留作纪念。

原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分享，直到第二天被
私信“轰炸”了，郑灵华才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照片被
盗用，已在各个平台扩散，给她带来了很大困扰。随
后，各种不堪入目的评论接踵而至：有营销号搬了她
的图，编出“专升本”的故事，卖起了课；有好事之人，
说她是陪酒女、夜店舞女、不正经人、妖精、红毛怪
……还有人甚至攻击她生病的爷爷。

这之后，郑灵华患上了抑郁症，最终选择了自
杀，离开了这个世界。

按键伤人严惩
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写进最高检报告
网暴恶性事件频发，代表委员纷纷支招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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