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考场外，母子含泪相拥，令人
动容。这个在河北定州考场外被捕捉到
的画面，几日来在网络刷屏。在众多媒
体关注下，温暖还在传递。

任旭明只是千万考生中的一名，他
的母亲也和所有家长一样焦急等待着
自己的孩子走出考场。大概是因为母亲
身着的环卫工装有些“显眼”，这对平
凡的母子、一个自然的动作，被赋予了
传播价值和社会意义。

母子之情是天性，这本不算是一个
新闻，但善良的人们为之共情，说明在
当下网络传播环境中一些母子情也有着

“稀缺”价值。其一，母子相拥是不加
雕饰的真事、真情。比起考生妈妈们集
体穿旗袍，寓意“旗开得胜”的风景
线，从工作岗位匆匆赶来的环卫工妈妈
将一瓶矿泉水递给儿子的画面，更能触
动每个人心底的柔软。其二，网络上见
惯了各种光鲜亮丽和“优越感”，一些

年轻人“要面子”比亲情还重要的事
件也时有发生。任旭明在众目睽睽之
下与环卫工妈妈相拥，让亲情回到至
高无上的地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因此，这对母子间短短几秒钟
的镜头就这样意外地刷了屏，成为流
量世界中的一股清流。

真实，在好作品要素中居首。网络
上形形色色的热搜，有些迎合部分受众

的低级趣味，有些按照“爆款”密码而
策划，但这些流量如潮水汹涌而来，又
很快被后浪吞噬，留不下任何有益的痕
迹。唯有真实具有恒久生命力，即使时
过境迁依然能感动人。人文关怀，是好
作品最深层的价值。定州母子含泪相拥
的画面，就像“大眼睛”苏明娟、“春
运母亲”一样，虽看了不免动容，却能
激励人们努力生活，传递希望的力量。

通过新闻媒体的挖掘和传播，这些小人
物的故事会汇成更多暖流，凝聚起尊重
劳动、奋斗圆梦的价值认同。

相比正能量的传播，网络暴力、偷
拍乌龙、恃强凌弱等事件，天然具有吸
睛属性。有些负面新闻有传播价值和警
示意义，符合人们对“惩恶扬善”的朴
素期盼，但也有一些乌七八糟的热搜，
充斥着戾气和负能量，刻意挑动敏感神
经，贩卖社会焦虑，如鼓吹“毕业即失
业”“寒门难出贵子”等。凡此种种，
怎能激励人们积极进取、引领社会文明
风尚？

太多的受众希望看到普通人身上原
生态的面貌，希望感受到人性的温暖。
定州母子相拥上热搜启示新闻媒体，要
将更多镜头聚焦凡人小事，将平凡中的
可贵挖掘好、表达好。这是传递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使命所在，也承载着许
多受众的期待。

考场外母子相拥的传播价值
□雷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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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州母子含泪相拥的画面，就像“大眼睛”苏明娟、“春运

母亲”一样，虽看了不免动容，却能激励人们努力生活，传递

希望的力量。通过新闻媒体的挖掘和传播，这些小人物的故

事会汇成更多暖流，凝聚起尊重劳动、奋斗圆梦的价值认同。

■灼见

关于通过立法来治理假新
闻，今年巴西为世界提供了最新
的案例。在巴西国会酝酿立法过
程中，尽管来自美国的网络巨头
谷歌公司搞小动作公开反对，但
是在巴西监管部门给予严厉警告
之后，谷歌不得不知趣地收回了
反对的伎俩。

立法是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
施的行为规范的制定活动。立，本义是人站在地上，
后引申为树立、建立等词义。法，繁体为灋，由水、
去、廌合体。廌古同“獬豸”，传说中的异兽，能明
辨是非。立法之意即倚水之特征，自水的初始处、细
小处起，去污与疏通，是为治。

或有人会问：巴西为何如此大动干戈治理假新
闻？古语有曰：“取用非常之策，即有非常之情。”稍稍
检索一下就可知道，巴西苦假新闻之害久矣、甚矣！

企业：针对巴西大型企业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
显示其中有75%曾受到假新闻影响，损害其品牌在巴
西市场的声誉。个人：据牛津大学学者研究发现，巴
西人对假新闻的担忧程度居世界前列，新冠疫情期间
达82%。国家安全：巴西大选后发生大规模侵入国会
的骚乱，威胁国家安全，调查表明，阴谋论与假新闻
再一次担当了巴西骚乱的台前主角。令人啼笑皆非的
是，经常害人的谷歌也受害——网传谷歌公司将于今
年7月4日结束其在巴西的运营活动。谷歌不得不迅
速回应称，这是一份虚假文件。针对这些乱象，巴西
总统卢拉在推特上写道：“近年来，巴西因社交网络
上的谎言而深受其害。假新闻与仇恨密不可分，会给
社会带来不可逆转的后果。”

环顾世界，通过设立专门法或在相关法律中置入
相关法条的手段治理假新闻，已是多国之举。因为，
在这个信息飞快传播的时代，可能几分钟之内虚假信
息就会传播数百万次，突显了假新闻的危险性，不得
不加强应对。在新加坡，该国已经制定了一项“防止
网上虚假信息和操纵法案”，这部法律的主要目的是
赋予政府权力，让政府可以对虚假内容进行快速删
除。在俄罗斯，网络新闻机构和传播假新闻的用户如
果再次犯罪，将面临最高 150 万卢布 （合 22900 美
元） 的罚款；侮辱国家象征将予15天的监禁。还有
很多国家的法条也对假新闻进行了规制，不一而足。

在我国，治理假新闻的法律条文散见于多部法律
之中。可以说，现阶段治理假新闻处于有法可依、尚
待完备的状态。这是因为网络技术的发展处于飞速跃
进的时期，事后立法是基本的态势，不可能超越现实
预先采取以法为器的办法。

但是从趋势来看，无论各国制度有何不同，凡以
假牟利、以假害人、以假犯罪的行为，在新闻领域都
是需要予以制裁的，不然基本的社会秩序无法正常运
行，甚至人的基本权利也不能得到保障。

从国际上来看，美国是虚假新闻的重要来源地，
这一点美国人自己也不否认。去年在寸金之地纽约时
报广场附近，建立了“第一家”假新闻报刊亭，其展示的
报刊标题和文章全都是假的。至于网络假新闻，恐怕
多得无法置展。有评论说，建立这样一个可视的报刊
亭是为了“教育新闻消费者关于虚假信息的危险”。

可见，假新闻人人喊打，已成浩浩汤汤之势。

多国立法，
对假新闻喊打
□江作苏

据《北京晚报》近日报道说，“北
京文物地图 （一期） ”数据库在京发
布。该数据库收录了 3000 余处不可移
动文物点位和超 1000 处历史建筑。今
后，这些数据将长期对外开放，为北
京历史文化研究和文物保护提供数据
支持。

看到这个消息，笔者十分欣喜。作
为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870年建都史
的六朝古都北京，能够让读者通过数字
文物地图，快速准确地了解北京以往的
文物信息，实在是方便了读者对古都的
探索和旅游。

这次发布的“北京文物地图 （一
期） ”数据库虽然是类似索引式的指
南，但也会让读者通过观看、查询数
据，根据自身的时间和兴趣来确定自己
的探寻目标。如果让读者进一步广为了

解这些文博线索的背后，完全可以继续
策划出版系列的《北京文物地图》口袋
书、有声书、故事书、绘本书、电子书
等，方便读者按图索骥，进行更大规模
的探寻。无论是对某一朝代兴衰的描
绘，还是就某一专题的深入探寻，都会
产生别开生面的图书选题。

地图有着几乎和世界最早的文化形
态同样悠久的历史，与音乐、绘画并称

“国际三大通用语言”。它突破了狭义上
的地理位置属性，可以更多地承载历
史、地理、经济社会等文化内容，是当
代读者感知天下万物、自然风貌的一个
重要文化窗口。

以地图赋能传统文化，是无数出版
人探寻的方向和努力。地图看似是一些
地理方位的描绘，其实内涵远远不止如
此，它所蕴藏的文化博大精深。通过形

象化的地图，很多读者都能够感知山川
万物和人文风情。

用地图讲好中国故事，也是时代赋
予出版人的一项重要使命。对历史文物
来说，以地图为牵引，以地图为主要阅
读元素，能够让读者迅速了解所要了解
的知识点、信息点。当然，相关准确的
文字介绍也是必要的。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读者对地
图读物的要求越来越高，阅读口味也越
来越新。如何让“地图+旅游”“地图+
文化”“地图+历史”等“地图+”的读
物打动读者，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文化融
合，以地图为载体，让文化来赋能。

如今随着互联网的日趋普及和发
展，地图已经走出了以往单一纸质地图
的“深闺大院”，变得更加平民化、多
样化、便捷化。互联网地图已经将地图

的功能进一步放大，并使之更为便捷地
为社会服务。

文物地图在诠释历史文物中，能
起到单一的历史读物所起不到的作
用。笔者认为，对待浩如烟海的 5000
多年的中华优秀历史文化，不仅可以
用故事描述、理论阐述来深入开掘，
也可以多用古老的地图形式赋予崭新
的内容。

其实，不仅仅是已经问世的“北京
文物地图（一期）”数据库，有关方面
还可以继续开发诸如北京河流地图、北
京古树地图、北京古寺地图、北京古塔
地图、北京古墓地图、北京红色旅游地
图等专题性的历史文化地图选题。

看来，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继承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地
图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效载体。

用文物地图唤醒公众历史文化情怀
□赵强

在“国企领导牵手门”影响下，多个热
门街拍区就拍摄行为做出新一轮回应。其
中，北京三里屯太古里于6月9日晚间发出

“街拍提示”称，三里屯太古里在公共区域
的醒目位置设有多个提示牌，提醒广大顾客
提高防范意识，保护个人肖像权，物业工作
人员亦会进行提示。（6月11日澎湃新闻）

街拍是一种街头文化活动，源自于欧美
国家，到现在，国内的一些年轻人群体中也
流行起了街拍，尤其是在大中城市，街拍变
得越来越流行。

其实，专业的拍摄者在街拍前会尽量取
得被拍摄者的同意，拍摄后也要征得被拍摄
者的同意才会发表。但国内的一些街拍爱好
者，选择在被拍摄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

“偷拍”，拍摄完后也不经过被拍摄者同意就
发表，有的还利用这些照片或视频在网络平
台吸引流量、获得广告投放，以此牟利。

街拍丰富了公众的城市文化生活，也能
展示城市之美，如果能够规范运行，就能成
为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所以，对街拍要加
强引导与规范。公共场所管理者，要加强精细
化管理，对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街拍者，要予
以劝阻，防范街拍成了“偷拍”；对没有影响公
共秩序，没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街拍行为，
则要多一些包容和理解。同时，对街拍爱好者
要加强宣传教育，如要让他们做到在拍摄前
征得被拍摄者的同意，不能擅自发布被拍摄
者的照片等。

商业街拍
不能玩成“偷拍”
□戴先任

近来，北京多家知名企业纷纷开始“跨界”，打
造实体书店、阅读空间。像首开集团推出的首开书
院、新东方教育集团建设的新东方·阅读空间、学大
教育集团运营的句象书店，等等。

这些由企业打造的实体书店、阅读空间，有着其
鲜明的特色。它们样貌独特。首开书院是将企业历史
文化馆与区域公共文化服务空间功能相结合，与图书
馆要求安静不同，在这里读者可以相互讨论，有更自
由的状态。新东方·阅读空间紧密依托集团总部，空
间运用和细节设计独具巧思，来自新东方创始人俞敏
洪的名句以及图书中的经典文字“散布”书店，让人
倍感振奋。句象书店则注重视觉体验，灯光明亮、空
间宽阔，1200平方米的空间，被2万种、10万册图书
以及“镶嵌”在其中的自习室、休闲区和文创展示区
所分割，店方意欲通过复合型书店、书房、智能绘本
馆等文化业态，提供综合性文化服务。

企业牵手公共文化阅读，对于广大读者而言无疑
是一种幸福。在这些样貌独特、定位清晰的实体书
店、阅读空间，读者可以充分利用相应的免费资源，
打开书本自由自在地阅读，走进自习室安静地学习，
抑或聆听一场文化讲座、与志同道合者广泛深入交
流。得益于相关企业在阅读推广上的积极发力，广大
读者开启阅读之旅，参与社会文化活动，也就有了更
加丰富、更具个性化的选择。

企业牵手公共文化阅读，对于其自身的高质量
发展亦不无裨益。市场环境下，企业经营既要追求
经济利益，还应讲求社会效益。当前，在我国文化
建设持续深入推进，全民阅读蔚然成风的形势下，
相关企业因时、因地制宜，在打造实体书店、阅读
空间上有效探索，一方面彰显出自身的文化诉求和
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也可通过它更好地塑造自身的
内部文化，以良好、独特的企业文化促进自身的可
持续发展。

不难看出，企业牵手公共文化阅读是一种有益的
尝试。目前在全国其他地方类似尝试尚属少见，为
此，各地政府相关部门不妨适时扶持引导，有意愿、
有条件的企业不妨积极参与进来，政企携手，多方配
合，从而促使企业以实际行动为文化便民出力，为自
身成长赋能，也为城市文明建设、经济社会的更好发
展增光添彩。

让更多企业牵手公共阅读
□周慧虹

近两年，越来越多的网民发现自
己对“事实”的判断越来越没信心：
一个劲爆的标题、一篇情深意切的小
作文，如果快速出现在各大社交媒体
上，大家的情绪就会被挑起，而正想
为“受害者”伸张正义时，才发现

“受害者”却是施暴者。一些自媒体更
是用耸人听闻的标题博取眼球，平台
在其中推波助澜，让这些话题登上热
搜，严重影响了网络的清朗氛围。

究其原因，在于流量作恶。
流量是一个中性词，然而在互联

网时代却被别有用心的人用来进行引
流作恶。可以说，流量作恶的影响极
其恶劣，它借助情绪在网络上操控公
众舆论，以达到自身目的。如一些账
户、品牌甚至公众人物，借热门事件

和话题的东风，以提升自身关注度和
流量。再如，一些社交平台纵容营销
号，将社会事件包装成吸引眼球的一
个或者多个热搜，反复收割流量。有
时，这些行为可能隐藏在表面公正的
言论之下，更加狡猾难防，不仅损害
了公众的利益，也严重威胁到网络的
公正和公平。

如何防止流量作恶？首先，必须
明确平台的责任，社交媒体平台有责

任对发布的内容进行监管。平台应设
置更严格的审核机制，对涉嫌蹭热度
和流量作恶的行为进行打击。同时，
平台应该自我反思，理性地看待和推
荐热门话题，不能因为新闻能吸人眼
球就忙着让它上热搜，而忽视了平台
的责任。

其次，政府监管机构应当出台相
关的法规和政策，对于恶意蹭热度和
流量作恶的行为依法制裁。通过强大

的法律手段保护公众的合法权益，维
护网络的公正和公平。如日前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起
草了 《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
罪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 并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为维护正常的网
络秩序保驾护航。

最后，网民应提高鉴别能力，要
了解如何判断和甄别信息的真实性、
控制自身情绪，以自身的理智和自律
保证不被流量裹挟。

我们离不开网络，因此我们需要
一个更好的网络世界。对流量作恶的
整治需要各环节共同的努力。社交媒
体平台、用户和政府部门都需要承担
起责任，一起创造一个健康、公平、
理性的网络环境。

别让坏“热搜”作恶
□张君成

■来论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征求意
见稿)》，对网络暴力的具体行为、受害者的法律救济等方面予以明确，并对网络暴力案件中长期存在的立案难、取证难
等问题提出针对性的破解途径，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媒体评论认为，网络空间是亿万网民的共同家园。用法治力量严惩网络暴力，既是社会各界的共同愿望，也是法治
社会的应有之义。期待指导意见尽快出台，对维护和谐、友善、理性和有序的网络环境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视觉中国

用法治力量严惩网络暴力用法治力量严惩网络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