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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聚焦九大重点问题

整治“自媒体”乱象 整治网络戾气
  本报综合消息 国新办3月28日就2023年“清
朗”系列专项行动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副主任牛一兵介绍，网络空间天朗气清、
生态良好是广大网民的共同期待，也是管网治网的重
要目标。2023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将聚焦“优化
营商网络环境，保护企业合法权益”“整治生活服务
类平台信息内容乱象”等九大重点问题。
  牛一兵表示，近年来，国家网信办持续开展“清
朗”系列专项行动，重拳整治网络生态突出问题，压
紧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心关
切。2022年，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13项“清朗”专项
行动，取得了良好效果，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5430余
万条，处置账号680余万个，下架APP、小程序2890余

款，解散关闭群组、贴吧26万个，关闭网站7300多
家，有力维护网民合法权益。
  今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以“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为工作目标，
聚焦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制约治理成效的难点瓶颈，开
展一系列专项整治，其中九方面问题是重中之重，具体
包括：整治“自媒体”乱象；打击网络水军操纵信息内
容；规范重点流量环节网络传播秩序；优化营商网络环
境，保护企业合法权益；整治生活服务类平台信息内容
乱象；整治短视频信息内容导向不良问题；整治暑期未
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网络戾气；整治春节网络环境。
  围绕整治任务目标，国家网信办将持续优化治理
举措、加大整治力度、提高工作成效，重点做好三方

面工作：
  一是更加注重网民关切。以专项行动为契机，集
中力量整治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生态突出问题，
做到严厉打击和引导规范并重，乱象治理与权益保护
并举，更好提升网民获得感和满意度。
  二是更加注重难题破解。持续加大对网络水军、
“自媒体”乱象、短视频沉迷等问题的治理力度，着
力破解乱象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啃硬骨头、打攻坚
战，力争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生态优化。
  三是更加注重治理创新。进一步发挥规则制定、
技术升级、功能调整、产品优化等创新手段在管网治
网中的关键作用，推出全链条、体系化治理措施，针
对各类问题，一抓到底、标本兼治。

“村BA”为全民健身注入热爱
□本报评论员 付东升

  塑料凳、人字梯，披着雨衣、挥舞着手机……这
两天，台盘村又火了。这个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
县的小山村，2022年曾因举办乡村篮球比赛火遍全
网。今年，在台盘村开战的贵州省首届“美丽乡村”篮
球联赛总决赛再度让“村BA”登上热搜。

  没有专业选手，没有超高难度的动作，甚至也
没有专业的美女拉拉队，但就是这样的业余大战，
吸引了众多粉丝的关注。所谓的“看台”其实就是
水泥台阶，排排坐、人挤人，加上站着的观众，台
盘村球场能容纳上万人。这些观众的构成，只能用
男女老幼四个字来形容。满头白发的老人、穿着民
族服饰的妇女、还有满场乱窜的小朋友，他们都是
“懂球帝”，会随着球员的拉杆上篮、迎面三分而
全场高呼，也会因为有人空位投不进而发出嘘声。
  “村BA”人气爆棚，无非“热爱”二字。其
实，“村BA”去年就火了，新华社、人民日报、
央视都报道过。新媒体上，短视频平台的助力也让
这个“对标”NBA、CBA的赛事爆火。今年，火
了之后的“村BA”仍然保持着纯粹，这或许才是
让人最欣慰的地方。
  一层又一层密密麻麻的观众，仍然是它最能吸
引人的画面，这在CBA比赛的现场都很难看到，而

草根球员的参赛，仍然是它最核心的元素——— 略显
肥胖的中锋被称为“黔东南奥尼尔”，与之相呼应
的还有“遵义字母哥”“黔东南保罗”，他们并不
具备NBA球星的技术，但热爱篮球热爱体育的
心，绝对不亚于奥尼尔、保罗。
  运动健身非一日之事，全民健身当久久为功。
必须看到，“村BA”走红是体育风气的厚积薄
发，是乡土文化的生动缩影。除了“村BA”，为
了让全民健身的意识深入人心，让广大群众的体魄
更健壮，需要更多火爆出圈的“村羽赛”“村排
赛”“村足赛”。政府相关部门应抓好当前的健身
热潮好形势，加大投入完善基层文化体育活动场地
和设施，因地制宜带动组织策划更多下沉乡村、下
沉小区的体育赛事，更好开展全民健身运动，让广
大群众和健康相伴、与运动同行，定能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让幸福生活成色更足质量
更高。

  下雨也浇不灭的热情，让“村BA”又一
次火出圈。在3月27日下午进行的贵州省首届
“美丽乡村”篮球联赛总决赛中，黔东南州代
表队68∶65击败遵义市代表队，获得冠军。精
彩的比赛之外，火热的现场氛围、颇具特色的
民族表演……这些都是属于“村BA”的标
签。火遍全网的它，到底有多野？
            （本报今日12版）

青州中晨书画艺术产业园获评

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付生 通讯员
 郑秀宝）3月28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关于命名
滨海新区智慧山文化创意产业园等15家园区为国家
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的通知》，并对新命名的园区
进行授牌。其中，青州中晨书画艺术产业园榜上有
名，是我省本次唯一获批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
园区。
　　据了解，目前，青州中晨书画艺术产业园已有
来自全国20多个省份的237家文化企业入驻经营，杨
晓阳、何家英、卢禹舜等名家设立工作室，签约艺
术名家200多名，从业人员3500余名。该园区还连续
举办了10届翰墨青州中国书画年会和4届国际艺术品
博览会，举办展览、拍卖、论坛等活动近百场，书
画艺术培训1000余人次，接待游客30余万人次。

国家智慧教育读书平台正式上线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记者28日从教育部获
悉，国家智慧教育读书平台于当日正式上线。该平
台依托数字技术，通过汇聚优质资源、营造互动场
景、展示阅读成果，为不同学段学生、社会公众提
供丰富多彩的读书空间。
　　据介绍，平台一期重点围绕青少年读书空间、
老年读书社区组织建设，同时向用户推荐中国语言
文字博物馆、中国数字科技馆等优质资源平台。其
中，青少年读书空间设“人文社科”“自然科学”
“文学”“艺术”四个栏目，提供电子书、导读、
书评、读书心得等相关内容，既引导青少年学生阅
读经典，又注重分享前沿科技，提升学生独立思考
和分析能力。老年读书社区提供贴近老年人精神文

化需求的优质读书资源，努力为实现老有所学、老
有所乐、老有所为创造更好条件。
　　此外，中国语言文字数字博物馆集聚优质语言
文化资源，支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中华优秀语言
文化学习研究，打开中华优秀文化传播新窗口。中
国数字科技馆集成和分享优质科普资源，提供场景
式、沉浸式科学教育体验，激发学生科学兴趣。
　　据悉，下一步，平台将持续加强适宜、优质、
多样、健康的阅读资源建设，优化平台功能、创新读
书分享方式，展示“书香校园”“书香班级”“读书标
兵”和优秀读书报告等，着力打造全民关注、全民参
与、全民成长的实践型、智慧型读书平台，助力建设
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

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本报综合消息 从中原到边疆，从夏商都邑到
海丝古港，从史前人类遗存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
成与发展……3月28日上午揭晓的2022年度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如同在中华大地上翻开的一页页历
史华章，刻印着神州大地上早期人类的起源历程，
展示着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诠释着中华文明多元
一体的发展过程。
　　这十大考古新发现按时代早晚排序分别是：湖
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山
西兴县碧村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
局、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及周边遗存、陕西旬邑西
头遗址、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吉林珲春古城
村寺庙址、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浙江温
州朔门古港遗址。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表示，“保护第一、加
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新
时代文物工作方针的确立，指引了文物考古事业发
展新方向。中华文明探源第五阶段研究、“考古中
国”18个重大项目统筹推进，254个主动性考古发掘
项目系统实施，1432个基本建设考古项目高效开展，
取得一系列重要新发现新成果。入选2022年度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是过去一年田野考古工作
的杰出代表，以更加生动的笔触，描绘了中国百万年
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活动由国家文物局主
管，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在全国范
围内推介并宣传当年重大考古发现的一项重要
活动。

青州中晨书画艺术产业园全景（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