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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行动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公安部：对来历不明的妇女儿童全面摸排

新华社北京3月2日电
“要集中摸排一批线索，特别
是对来历不明的流浪乞讨、智
力障碍、精神疾病、聋哑残疾
等妇女儿童要全面摸排，确保
底数清、情况明。”这是记者从
2日召开的全国公安机关打击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
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获悉
的。公安部决定，自3月1日起
至12月31日开展打击拐卖妇
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切实维
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公安部要求，要深刻认识

当前拐卖犯罪新形势新特点，
将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
项行动作为今年重点任务来
抓，快侦快破拐卖现案，全力
侦破拐卖积案，严惩一批拐卖
犯罪分子，解救一批被拐妇女
儿童，坚决铲除拐卖犯罪滋生
土壤，建立完善预防、打击、救
助、安置一体化工作机制。

公安部要求，要深化“百
万警进千万家”活动，会同社
区、街道和村组深入群众家
庭，走访福利院、救助管理机
构等，全面梳理排查侵害妇女

儿童权益线索，重点排查疑似
被拐人员，充分发挥民政、卫
健、妇联等部门职能优势，在
福利救助、卫生健康服务、走
访慰问等工作中及时发现拐
卖犯罪线索。要建立健全举
报机制，广泛发动群众揭发检
举涉拐线索。对疑似被拐人
员和寻亲人员，要第一时间采
集DNA等信息，加强信息研
判，为专项行动提供有力
支撑。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公安部会同有关部门

深入推进反拐工作，有效遏制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拐卖犯
罪的高峰期集中在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受多重因素影响，
当前滋生拐卖犯罪的土壤尚
未完全铲除，还有一批积案没
有侦破，拐卖犯罪形势仍然不
容乐观。

“公安机关将充分发挥职
能作用，精心组织开展专项行
动，确保专项行动打出声威、
打出实效，坚决维护妇女儿童
合法权益。”这位负责人说。

最高法就网络消费纠纷出台司法解释

虚假刷单、刷评、
刷流量合同无效

本报综合消息 最高人民法院3月2
日举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
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郑
学林就该司法解释做介绍。司法解释明
确电子商务经营者与他人签订的以虚构
交易、虚构点击量、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
进行虚假宣传的合同，人民法院应当依法
认定无效，引导市场主体规范经营。

《规定》主要对网络消费合同权利义
务、责任主体认定、直播营销民事责任、外
卖餐饮民事责任等方面作出规定，共
20条。

《规定》指出，消费者因检查商品的必
要对商品进行拆封查验且不影响商品完
好，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商品已拆封为
由主张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制度，同时
明确，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规定》第4条明确，电子商务平台开
展自营业务时，应当承担商品销售者或者
服务提供者责任。

《规定》明确虚假刷单、刷评、刷流量
合同无效，斩断网络消费市场“黑灰产”
链条。

《规定》第11条对平台内经营者开设
网络直播间销售商品的情形作出规定，明
确平台内经营者的工作人员作出虚假宣
传等，平台内经营者要承担赔偿责任。

《规定》第18条明确，网络餐饮服务平
台经营者未依法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
进行实名登记、审查许可证，或者未履行
报告、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等义
务，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消费
者有权主张网络餐饮服务平台经营者承
担连带责任。

检察机关全链条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去年4万人被起诉

本报综合消息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
微信公众号消息，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呈多发态势，与之关联的网络黑产犯罪
滋生蔓延，严重破坏网络空间环境，影响
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检察
机关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依法严
厉惩治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协同
推进网络综合治理。2021年，全国检察
机关共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4万人。

从发案数量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有
所回落，与之关联的网络黑产犯罪上涨较
快。其中，去年起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
动罪近13万人，同比上升超8倍，位居各
类刑事犯罪的第3位(前两位分别为危险
驾驶罪、盗窃罪)，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链条上的第一大罪名。

从涉案人员看，低龄、低学历、低收入
“三低”现象较为突出。起诉的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及其关联犯罪中，35岁以下的占
85%，其中，未成年人2200余人，约占2%，
同比增长18%；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占
70%；无固定职业的占94%。

从诈骗形式看，“幌子”花样繁多、欺
骗性强。电信网络诈骗涉及日常生活诸
多领域，打着投资理财、情感交友、网络购
物等“幌子”实施诈骗的占50%，其中，投
资理财类诈骗位居首位，占26%。

针对办案中反映的趋势问题，全国检
察机关坚持“全链条打击、精准化预防、一
体化治理”思维，依法加大对电信网络诈
骗及其关联犯罪的打击力度。

国家网信办就互联网弹窗管理征求意见

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用户关闭弹窗
本报综合消息 据央视

新闻客户端报道，为了进一步
规范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
务管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清朗网
络空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日前起草了《互联网弹窗信
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
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

征求意见稿要求，不得推
送《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
定》明确的违法和不良信息，
特别是恶意炒作娱乐八卦、绯
闻隐私、奢靡炫富、审丑扮丑
等违背公序良俗内容；不得关
联某一话题集中推送相关旧
闻，恶意翻炒。

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

服务许可，不得弹窗推送新闻
信息；弹窗推送信息涉及其他
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有
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或者取
得相关许可的，应当经有关主
管部门审核同意或者取得相
关许可。

弹窗推送新闻信息，应当
严格依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发布的最新版《互联网新
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执行，
不得超范围转载，不得歪曲、
篡改标题原意和内容，保证新
闻来源可追溯和新闻信息真
实、客观、全面。

提升弹窗推送信息多样
性，科学设定新闻信息和垂直
领域内容占比，体现积极健康
向上的主流价值观；不得扎堆
推送、炒作社会热点敏感事

件，渲染恶性案件、灾难事故
等，引发社会恐慌。

配备与服务规模相适应
的人工力量，健全弹窗信息推
送内容管理规范，完善信息筛
选、编辑、推送等工作流程，确
保弹窗信息推送必须经过人
工审核。

保障用户权益，以服务协
议等方式明确告知用户弹窗
信息推送服务的具体方式、内
容频次、取消渠道等；充分考
虑用户体验，科学规划推送频
次，不得恶意对普通用户和会
员用户进行差别频次推送；不
得以任何形式干扰或者影响
用户关闭弹窗；确保每条弹窗
信息明确显示弹窗信息推送
服务提供者身份。

不得设置诱导用户沉迷、

过度消费等违反法律法规或
者违背伦理道德的算法模型；
不得滥用个性化弹窗服务，利
用算法屏蔽信息、过度推荐
等；不得滥用算法，针对未成
年用户进行画像，向未成年用
户推送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
的信息。

弹窗推送广告信息，必须
进行内容合规审查，不得违反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应当具有
可识别性，显著标明“广告”，
明示用户；确保弹窗广告一键
关闭。

不得以弹窗信息推送方
式呈现恶意引流跳转的第三
方链接、二维码等信息；不得
通过弹窗信息推送服务诱导
用户点击，实施流量造假、流
量劫持。

我省暂停旅行社跨省旅游组团
待省内无中高风险地区后自行恢复

本报综合消息 据大众
日报微信公众号报道，山东省
文化和旅游厅3月2日发布关
于暂停旅行社跨省旅游组团
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机票+
酒店”业务的紧急通知。

通知指出，青岛市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工作领导

小组（指挥部）决定，自2022年
3月2日零时起，将黄岛区九龙
江路53号甘水湾小区列为中
风险地区。

依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
厅《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进一步加强跨省旅游管理
工作的通知》要求，自即日起，

全省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
暂停经营跨省团队旅游及“机
票+酒店”业务，待省内无中高
风险地区后，自行恢复跨省旅
游经营活动。

各地要切实抓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指导旅行
社及在线旅游企业依法妥善

处置游客行程调整和退团退
费等事宜，加强在途团队游客
疫情防控工作，强化游客健康
监测和安全管理，阻断疫情感
染途径。要密切关注疫情动
态，对可能出现的隐患风险提
前研判，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