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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受人民法院委托，我公司将

于2013年9月23日上午9:30在
瑶海区人民法院拍卖大厅对1、马
鞍山路万达广场3幢3304室，建
筑面积133.71㎡，参考价116万
元；2、一辆牌号为皖AW223H奇
瑞轿车，参考价4.37万元，进行公
开拍卖，有意竞买者请于2013年
9月20日下午16:30前来本公司
办理登记手续。

公司地址：合肥市宣城路81号
联系电话：0551-64678090

安徽省天翔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3年9月8日

“打击网络谣言”台前幕后
遏制网络活力有违中央精神

一场以打击网络谣言为主的网络“严打”行
动，正在席卷整个中国。从2013年8月20日到
8月31日，短短12天内，数以百计的网民因“制
造传播谣言”而遭处理。其中，仅湖北一地就刑
事拘留5人，行政拘留90人。

最先被拘留的是微博“大V”，如网络推手“秦
火火”、新快报记者刘虎，接着是普通网民，如发
布“狼牙山五壮士是土八路”的男子张某，询问
“是否发生命案”的河北女子赵某。

不过，自8月底到9月初，地方行动中的偏差
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舆论宣传风向渐变。

9月初后，在有关部门要求下，地方上也极少
新的案例公之于众。

8月20日，北京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

寻衅滋事罪，刑拘“秦火火”等四人，这是公

安部启动打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当天抓捕

的第一人。

被羁押在苏州的网络爆料人周禄宝，是

公安部此次行动中打击的又一个“大V”。8

月9日，拥有110万粉丝的周禄宝被苏州警

方以涉嫌敲诈勒索罪逮捕。

苏州警方称，长期以来周禄宝通过有计

划地编造谣言，进行网上攻击抹黑，牟取非

法利益。

跟周禄宝一样，“大V”傅学胜同样祸起

“诽谤公安局长”。8月26日媒体报道显示，

2013年8月，一则“情妇举报上海金山区公

安局长贪腐”的帖子在网上出现，上海闸北

公安分局随即成立专案组进行侦查，确认谣

言后就很快锁定了傅学胜。

8月 20日，傅学胜在上海被刑拘。上

海警方称，傅承认他也是“中石化女处长非

洲牛郎门”事件的幕后推手，2012年，傅参

与中石化一项目招标，竞标失利后编造了

此谣言。

傅学胜案之后，官方舆论再次出现一次

小高潮。《人民日报》驻全球记者发来《世界

多国严厉打击网络谣言》，《求是》杂志的子

刊《红旗文摘》发了一篇《整治网络谣言必须

出重拳》的署名文章。

重点打击三个“大V”

就在傅学胜等三个“大V”案情陆续披

露的同时，地方上也展开了对“大谣”的追捕

行动。在湖南衡阳，一个名叫格祺伟的记者

被刑事拘留；在武汉，警方称他们成功端掉

一个掌控312个“大V”的网络炒作公司；浙

江公安厅对外宣布，已刑拘2人，46人受到

治安处罚……

8月20日后，各地上自省公安厅，下至

县公安局，大多成立了打击谣言专项领导小

组，一般由公安局长或分管网络安全的副局

长督阵指挥。

以衡阳市公安局为例，领导小组由衡阳

市公安局局长周学农牵头，成员除了网警

外，还从刑侦、法制部门抽调警力。接受《南

方周末》记者电话采访时，衡阳市公安局公

共关系科科长李钢彪说，是追究刑事责任还

是采取行政处罚，要由法制支队来定性，抓

捕、审讯由刑侦部门负责。

衡阳公安局的领导小组成立不到一周

之后，也就是8月28日，衡阳警方决定以涉

嫌寻衅滋事罪对格祺伟刑拘。

衡阳警方抓捕格祺伟并非临时起意。

相比之下，许多地方却是突击行动。据《燕

赵都市报》报道，8月28日，河北清河警方以

严重扰乱公共安全秩序为由将该县女子赵

某行政拘留，原因是她在“清河吧”里发了句

“听说娄庄发生命案了，有谁知道真相吗”。

8月26日，安徽砀山警方以造谣为由

将一名把车祸死亡人数10人说成16人的

网民于和玉行政拘留。三天后，湖北十堰武

当山公安局拘留一名把车祸死亡人数3人

说成7人的网友。

因“涉嫌造谣”被捕人数在不断攀升，山西

传出23名“网络大谣”落网，河南警方称两个月

批捕了131人。这边厢，浙江省公安厅网警总

队总队长丁仁刚说“微信朋友圈转发谣言，也违

法”，那边厢，宝鸡和成都武侯区警方就对几

个在朋友圈转发照片和消息的网民进行训诫。

官方媒体承担了引导舆论的任务。

《××省×（市）干部群众坚决拥护打击网络

谣言犯罪》的报道，频繁出现在各地机关报

上。以《江西日报》在8月30日刊发的类似

文章为例，采访对象包括：全省法院干警，各

级检察机关，团省委一位官员等等。

公检法系统都在参与行动。8月30日，

安徽宿州市召开了“净网”行动启动会议，会

议由该市政法委书记主持。江苏滨海检察

院则抽调了12名干警走上街头开展打击谣

言的普法宣传。

一些地方的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本身就

是行动发起者。据《河北日报》报道，河北打

击网络谣言，由河北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统

筹组织，省公安厅、省通信管理局等多家涉

网管理部门联合参与。

地方追捕“大谣”行动

遏制网络活力
有违中央精神

跟本地媒体对打击谣言一

片叫好声不同，网络上对此议

论纷纷。得知清河女子赵某因

一句话就被拘留，有网友揶揄

道：“听说月亮发生命案了，有

人知道真相吗？”清河吧吧主

“泸沟晓月”决定请辞吧主。“不

能保护吧友，让我内心无比难

过。”他在请辞帖中写道。

在将网民于和玉抓捕三天

之后，安徽砀山警方决定撤销

对其行政拘留五天的处罚，并

通过官微向家属和网民道歉。

然而道歉声未落，8月30日，广

州网友张某因转发“狼牙山五

壮士是土八路”被越秀公安行

政拘留。

这一事件让网民的批评达

至沸点。有大V在网上建言：

“别把净网行动变成抓人大

赛”，“禁谣运动需要平衡”。

8月底到9月初，官方舆论

宣传风向渐变。新华社9月2

日发表评论称，打击网络谣言，

初衷是好的，但不能把自己不

喜欢听到的声音，都扣上谣言

的帽子。9月4日，《人民日报》

发表评论《把握好互联网这个

最大“变量”》，称遏制网络活

力，同样有违中央精神和时代

潮流。

据了解。有关部门在8月

底下发文件，称要依法打击网

络谣言，严防扩大化。“公安部

的初衷是打击网络有组织造

谣，而不是普通网民。”一位接

近公安部的人士称。

这位人士透露，有关部门

还要求各地如发现新的谣言案

例，不得自行对外披露，须先上

报批准。9月后，各地清网行动

仍在继续，但地方上已极少新

的案例公之于众。

据《南方周末》

这次打击网络谣言行动也离不开国家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影子。早在2013年5

月，国信办就在全国范围集中部署打击网络

谣言行动，矛头直指大V。

一位接近公安部的人士称，打击网络有

组织犯罪是这次行动的核心，而打击有组织

传播制造谣言等违法犯罪是这次行动的第

一阶段，其中是否有组织、是否涉及经济利

益是最为重要的两个判断标准。

地方上打击谣言，也有自己的逻辑。李

钢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公安部打击网

络谣言专项行动之前，衡阳警方已对格祺伟

展开了侦查。衡阳市有关领导曾向警方反

映，他们接到过格的敲诈短信，大意是格手

上有该领导的违纪证据。

被捕前，格祺伟的身份是《现代消费导报》

的记者，喜欢给衡阳“挑刺”。格祺伟最近一篇

“挑刺”报道发表在2013年4月，标题是：《衡

阳日报》在新市委书记上任后五天三换报头。

公安部6月份启动了打击网络犯罪行

动，加速了衡阳警方对格祺伟的抓捕。

说起打击网络谣言的动因，政府形象、

地方稳定、经济发展，是当地政府提及最多

的关键词。

中央初衷和地方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