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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近日公布的统计
数据显示，2023年3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
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
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670.4万件，

环比增长14.4%、同比增长32.7%。
其中，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受理举报44.3万件，各

地网信举报工作部门受理举报 74.0 万件，全国主要网
站平台受理举报1552.2万件。在全国主要网站平台受

理的举报中，主要商业网站平台受理量达697.6万件。
广大网民可通过12377举报电话、“网络举报”客户

端等渠道积极参与网络综合治理，共同维护清朗网络
空间。 （记者 王思北）

新华社电 记者从国家疾控局获悉，国家疾控
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了《全
国地方病防治巩固提升行动方案（2023-2025年）》，
对进一步巩固全国地方病防治成果，持续落实地方
病综合防治措施等做出相应安排。方案明确，各地
要将地方病防治工作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加强领导、保障投入。

地方病作为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一旦防
治措施减弱或撤除，疾病容易卷土重来，必须长
期巩固、维持综合防治措施，才能从源头预防控
制地方病危害。

根据方案，到 2025 年底计划实现以下七大
行动目标，包括持续消除碘缺乏危害、消除大

骨节病和克山病危害、消除燃煤污染型地方性
氟砷中毒危害、持续控制饮水型地方性氟中毒
危害、基本消除饮水型地方性砷中毒危害、有
效控制饮茶型地氟病危害、有效控制水源性高
碘危害。

健全防治监测评价体系是提高疾病发现预警
能力的关键。方案明确，要加大重点地区和重点人
群监测力度，定期开展重点地方病流行状况调查，
准确反映和预测地方病病情和流行趋势。继续加
强地方病信息化建设，加强地方病信息管理，提高
防治信息报告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同时，强化监测
与防治干预措施的有效衔接。

（记者顾天成、李恒）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记者翟翔、熊丰）记者
11日从公安部获悉，2022年，全国公安机关强力推进
打击整治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犯罪，共破获案件 330
余起，打掉犯罪团伙170余个，涉案金额26.7亿元，取
得明显成效。

据了解，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犯罪往往通过伪造
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编造国家相关政策等手
段，以设立“民族资产解冻”“政府养老扶贫”“慈善募
捐活动”为诱饵，诱骗受害人缴纳项目启动资金、会员
报名费购买指定商品或投资入股，谎称在民族资产解
冻项目完成后或到指定地点参加“资产解冻大会”即
可给予投资人巨额回报，以此骗取钱财。此类犯罪严
重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损害政府公信力，扰乱社
会经济秩序，危害社会治安稳定。公安部对此高度重
视，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以打开路、多措并举，迅速掀起
打击整治高潮，成功破获了“养老育小”“天心玺”等一
批重大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案件。

“公安机关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我国没有任何民
族资产解冻类项目和组织，要增强识骗防骗意识，不
要上当受骗。”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按照相关法律
规定，凡是转发、鼓动、宣传民族资产解冻类相关信
息，或者招募会员、组织人员非法聚集的，均涉嫌违法
犯罪，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查处。如发现类似违法犯
罪线索，请立即向公安机关举报。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经济参考报》4月11日
刊发文章《文旅部：严打“不合理低价游”等市场乱
象》。文章称，近期以来，国内旅游业呈现出快速复苏
的趋势，不少旅游城市迎来客流高峰，但不少乱象也
随之而来。499元6天5晚，398元7天6晚，甚至还有

“0元游”，不少旅游产品看似便宜实则暗藏陷阱，往往
伴随着不兑现承诺服务、景点变成购物店的现象。

为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促进旅行社高质量发展，4
月10日文化与旅游部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
秩序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出，目前，旅
游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有序，逐步呈现复苏发展的良好
势头，但“不合理低价游”、导游辱骂游客、强迫购物等
现象有所抬头，严重干扰正常市场秩序，严重影响旅
游业整体形象。在旅游市场恢复发展的关键时期，亟
须加强市场秩序综合治理，保障游客合法权益，有效
增强市场预期。

通知要求规范旅行社经营行为、提升导游服务质
量、严厉打击“不合理低价游”等市场乱象、丰富行业
监管手段等。

通知强调，在地接过程中发生欺骗强迫购物等现
象的，一并查处、追究组团社责任。同时，各地要对

“不合理低价游”等市场乱象保持露头就打的高压态
势，开展旅游市场秩序整治，重点打击“不合理低价
游”，导游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兜售物品等行为。

对于本次通知的发布，旅游公司途牛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通知体现了行业监管部门对旅游市场高
品质发展的高度重视，对于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
序、保障游客合法权益起到了积极作用。

（记者袁小康、韦夏怡）

今年3月全国受理
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1670.4万件

2019年6月23日，援藏医疗队队员陈志芳在甘肃省玛曲县采日玛镇卫生院为群众义诊，开展
地方病预防知识和医疗扶贫政策的宣传，提高牧民群众健康素养。（新华社记者 马宁 摄）

新华社北京4月 11日电 为
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健康发
展和规范应用，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 11 日就《生成式人工智能
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
提出，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
或服务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要
求，尊重社会公德、公序良俗，禁
止非法获取、披露、利用个人信息
和隐私、商业秘密。

征求意见稿指出，生成式人
工智能是指基于算法、模型、规
则生成文本、图片、声音、视频、
代码等内容的技术。提供生成
式人工智能服务应当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规定，
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
提供者应当明确并公开其服务
的适用人群、场合、用途，采取
适当措施防范用户过分依赖或
沉迷生成内容。

征求意见稿要求，提供者在
提供服务过程中，对用户的输入
信 息 和 使 用 记 录 承 担 保 护 义
务。不得非法留存能够推断出
用户身份的输入信息，不得根据
用户输入信息和使用情况进行
画像，不得向他人提供用户输入
信息。提供者应当建立用户投
诉接收处理机制，及时处置个人
关于更正、删除、屏蔽其个人信
息的请求。

文旅部：

严打“不合理低价游”等
市场乱象

2022年公安机关破获
“养老育小”“天心玺”等民族资产
解冻类诈骗案件330余起

17部门联合发文巩固提升地方病防治

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拟禁止非法披露个人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