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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项内容莫涉及，否则要负法律责任

整治网络谣言，首当其冲直指“电子公告”、
“博客”、“微博” 等一些信息发布平台。《办法》规
定，互联网信息服务单位登载、发送的信息或者
提供的电子公告服务、博客、微博等信息服务，不
得含有下列11项内容：违反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
的；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
权，破坏国家统一的；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煽
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破坏国
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散布谣言，
扰乱社会秩序， 破坏社会稳定的； 散布淫秽、色
情、赌博、暴力、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侮辱或者
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煽动非法集会、
结社、游行、示威、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以非法
民间组织名义活动的；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
的其他内容的。

那么， 在网络生活中， 网友应该注意些什么
呢？ 君安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拥军从法律专业方
面给出了一些建议。他表示，网友不管是在论坛，
还是QQ群中发布言论， 都不要涉及危害国家安
全、淫秽、色情、暴力、引起民族矛盾的言论。“如果
随便发布一些禁止的内容， 可能会让你负法律责
任。”黄拥军说。

有意识保护自己，也不泄露他人隐私

此《办法》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首次提出
博客须实行实名制。同时还要求，互联网信息服
务提供者， 对所发布的信息要做到先审后发，记
录提供的信息内容及其发布时间、互联网地址或
者域名，记录备份应当保存60日（微博用户的注
册信息要长期保存，记录备份应当保存1年）。

《办法》要求，博客、微博等用户实行实名注
册，注册信息应当包括用户真实姓名、通信地址、
联系电话、邮箱等。网站妥善保存用户注册信息，
未经本人允许，不得随意泄露用户信息，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实名后，怎么保护隐私，也让网友很关注。”
黄拥军说，虽然有规定“未经本人允许，不得随意
泄露用户信息”，但在现实中，很多的用户信息就
是通过一些网络提供商泄露出去的，网友应该有
意识的保护自己的隐私，同时也不应该泄露他人
的隐私。“一旦发现自己的信息或隐私泄露，要立
即向公安机关报案，以免造成更大损失。”

■记者 曾力力 实习生 王诗韵

开玩笑致无意间传谣，请立即辟谣
在QQ群里跟朋友开玩笑、调侃，内容不一定就经得

起“考究”，没有想到这个“言论”被某些人传播出去了，也
许有很多网友有这样的担心： 我会不会也成为了谣言散
布者啊？

黄拥军表示，谣言要分开来看，恶意或无意。如果是
恶意的制造散布谣言，不管有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都是
要负法律责任的。如果是无意的，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就
不需要负法律责任；如果无意的，造成了严重后果，还是
要负法律责任，不过责任相对要小得多。

“比如你在QQ群里说了‘不该说的话’，毕竟只有QQ
群成员才能看到，影响相对比较小。如果有人故意用你的
话来制造谣言，扩散的责任也就不在你身上了。我建议网
友，如果发现自己无意成为了谣言散布者，应该赶快采取
补救措施，比如在谣言散布的QQ群或微博上澄清等。”

博客、微博实名制还要进一步堵“漏”
去年12月，北京市推出《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

规定》，提出“后台实名，前台自愿”原则。紧接着北京市网
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3月16日之后未进行实名认证的
微博老用户，将不能发言、转发，只能浏览，而新浪、搜狐、
网易等各大网站微博实名制也正式实施。

记者在网易微博注册时，注册页面只要求填写邮箱、
密码、昵称就可以，并不需要填写真实姓名、地址等实名
信息。其他比如新浪博客、搜狐博客、搜狐微博等网站也
并不要实名，甚至连“姓名”这个填写项都没有，而记者在
这些博客、微博都注册成功了。

腾讯微博的注册页面上除了邮箱、密码以外，还有姓
名、出生年月、性别、所在地等基本信息填写项，但姓名并
未要求要“真实姓名”，记者用一个随意的名词，这个名字
居然注册成功了。

真正实行了微博实名制的网站只有新浪微博， 注册
页面要求填写真实姓名与身份证号。

另外，还有部分网友对实名制仍未引起足够重视。新
浪微博旧用户“水牛小影子”在3月16日实行实名认证之
前，接连注册了3个马甲“以备不时之需”。

记者用去年注册的未实名新浪、腾讯等微博，却仍然
可以评论、转发。 ■记者 彭可心

日本大地震期间的“碘盐防辐射”、“部
分艾滋人通过滴血食物传播艾滋疾病”、近
期的“毒地菜”……等等，许多网络谣言的
传播引发了严重的公共危机。 一个个谣言
搅乱了我们原本平静的生活。4月9日，记者
了解到，《长沙市互联网信息管理实施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4月已经出台，从多
方面对“网络行为”进行规范。

11类网帖、微博内容请别碰
长沙给“网络行为”设限：无意间成为谣言散布者，应快速补救

哪些内容不能发布 ？

实名后怎样保护隐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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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调查

无孔不入，无人不骗！
●今年4月，“抢盐”风潮

再次波及兰州各超市。传言称
食盐将更换品种，新品种将大幅
涨价，引发市民开始争相采购，导

致许多商铺出现暂时性“盐
荒”。后经调查，纯属谣言。

●今年2月19日，互联网站经
营者刘某某网上发帖称，保定255
医院确认一例非典。2月23日，此信
息经多家网站转载后迅速传播。2月
25日，卫生部官方辟谣：纯属编造。2
月26日，保定警方查处此案。

●4月， 网络盛传大连万达集团
董事长王健林“被调查”的谣言。4月9
日，他现身“中华慈善奖”颁奖现场，笑
辟谣言：“我不是好好的在这里嘛！”他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万达集团已经
网络调查，初步了解到谣言始于香港某
媒体从业者在微博上的发帖。

●去年，“网络名妓”若小安在微博
上晒接客日记， 称七年卖淫数千次。当
年9月，杭州公安查明，“若小安”是已婚
男子，微博内容纯属捏造。

●今年3月23日，“地菜有毒”， 一则
谣言伤透湖南。这则谣言，一晚就以“细
胞分裂”的方式传递蔓延。此后，记者调
查发现，江西、广西、广东等外省的湖南
人， 也都知晓了地菜有毒的消息。3月24
日，长沙市疾控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地
菜可放心食用，有毒纯属谣传。

“一些人只需轻点鼠标就能破坏稳
定，对网络造谣者要果断亮剑。”

———4月8日，央视《新闻联播》
“当前处于出现谣言、杂音、噪音

的敏感时期。”
———3月29日、3月31日、4月2

日， 人民日报先后在头版刊发评论，
“统一思想”、“拒绝谣言”。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谣言的受
害者。”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
授韩玉胜

“任何自由都不可能是绝
对的。 在保护公民言论自由的
前提下， 分清言论自由与造
谣中伤的界限、言论自由与
侵犯他人隐私的界限。”

———律师黄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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