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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互联网‘打人’，打他们的
号，把他们打服。”近日，一个隐匿在
多个平台里的“封号圈”群体浮出水
面。这一群体通过恶意举报，封禁他人
账号，或获得快感，或敲诈牟利，或提
高名气收徒获利。一些博主苦心经营，
只因拒绝了“炸号者”充满威胁的转账
要求，便看着账号莫名其妙地“没
了”。      （据人民网）

莫让“封号圈”
操弄“封号权”

□本报评论员 孙瑞荣

  “封号圈”，通常指通过捏造违规理由，
对正常运营账号发起恶意举报，导致账号被封
禁的一类群体。他们利用字母、谐音、更换话
题关键词、转换平台等方式躲避监管，恶意
“炸号”“点号”。
  在流量经济方兴未艾的当下，某些短视频
账号变现能力可观，已然是高价值资产。然
而，“封号圈”群体通过恶意举报封禁他人账
号，不仅靠“空手套白狼”牟利，还以封别人
账号为荣，拿封号恐吓他人，导致许多无辜用
户的账号被封禁，心血付诸东流。
  从曝光的案例看，职业封号人的手段非常
简单粗暴：有的“移花接木”，利用抓包软件
抓取与对方的聊天记录，再将聊天记录篡改为
情色、暴力、诈骗等违规内容，然后向平台举
报；有的“无中生有”，通过P图伪造违规聊
天记录，随后伪装受害者进行恶意举报……对
于被投诉的账号，平台通常都是先“封号停
权”再说，这给了“封号圈”以可乘之机。
  在健康的网络环境中，举报本是维护平台
健康生态的有效手段，能及时清理违规内容和
不良用户。但恶意举报者将规则扭曲利用，把
举报用成了“网络私刑”。“封号圈”动不动
恶意举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的上网环境，也
是对网络生态的严峻挑战。“封号圈”之所以
胡作非为主要是受利益驱动，一方面是利用了
部分平台审核能力缺失、难辨证据真伪的现
实，另一方面也是抓住了某些平台为了规避主
体责任、连带责任而“宁可错杀不能错放”的
心态。
  一些博主苦心经营，只因拒绝了炸号者索
要“保护费”，便只能眼睁睁看着被封号而无
可奈何。维护清朗网络空间，遏制恶意封号的
不良现象蔓延已刻不容缓。
  平台作为第一责任人，应进一步优化举报
和申诉机制，比如，引入更先进的技术手段，
精准识别恶意举报；对举报内容进行严格审
核，避免误封；同时，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惩处
力度，提高违规成本，让“封号圈”不敢肆意
妄为。相关部门应当明确网络恶意举报的认定
标准，细化伪造证据、恶意举报等行为的法律
定义和构成要件，加大对恶意举报行为的处罚
力度，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广大用户要增强自
我保护意识，遇到恶意举报时要及时申诉，并
保留相关证据，勇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只有将“封号圈”群体连根拔起，才能更
好地维护网络空间风清气正，保障数字时代的
公民权益与网络秩序。

银行业保险业支持科技创新“施工图”公布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金融监管总局、科技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1日联合对外发布《银行业保险
业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从加强科技金
融服务机制、产品体系、专业能力和风控能力建设
等方面提出具体举措，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强科
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
　　加强科技金融服务机制建设方面，实施方案提
出，鼓励金融机构结合实际完善科技金融服务内部管
理架构，向科技金融专业或特色分支机构适当授权。
适当提高科技金融相关指标在内部绩效考核中的占
比，适当提高科技型企业贷款不良容忍度，切实提升
业务人员支持科技创新的主动性。支持各级政府、科
技型企业、金融机构、创业投资基金、第三方中介服务
机构等共建多层次科技金融服务生态体系等。
　　加强科技金融产品体系建设方面，实施方案提
出，加大科技信贷投放力度，优化科技保险保障服
务，推进科技金融政策试点，加强与创业投资等机

构合作，支持科技型企业债券融资等。
　　实施方案提出，将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
试点有序扩大至具备经济实力较强、科技企业数量
较多、研发投入量较大、股权投资活跃等条件的地
区，支持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发起设立金融资产投
资公司。深化保险资金长期投资改革试点，支持保
险公司发起设立私募证券基金，投资股市并长期持
有。开展科技企业并购贷款试点，研究扩大试点银
行、地区和企业范围。鼓励银行依法合规与投资机
构合作开展“贷款+外部直投”业务等。
　　加强科技金融专业能力建设方面，实施方案提
出，鼓励金融机构研发数字化经营工具，增强企业
识别和筛选能力；健全科技金融风险分担机制，实
施支持科技创新专项担保计划；促进企业信息共
享，推动强化科技创新相关领域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改进第三方中介服务，提供有公信力的科技咨
询、科技价值评估、技术风险评价服务等。

2025年国家助学贷款免息且本金可延期偿还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记者31日从财政部了解
到，财政部、教育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
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称，决定2025年延续实施国家
助学贷款免息及本金延期偿还政策。
　　通知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对2025年及以前
年度毕业的贷款学生2025年内应偿还的国家助学贷
款利息予以免除，参照国家助学贷款贴息政策，免
除的利息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别承担。
　　对2025年及以前年度毕业的贷款学生2025年内应
偿还的国家助学贷款本金，经贷款学生自主申请，可

延期1年偿还，按照有关规定，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22
年，延期贷款不计罚息和复利，风险分类暂不下调。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本次措施的出台，预计
减免利息约24.8亿元，惠及约600万名高校毕业生，
有助于缓解贷款学生经济压力和就业压力，帮助学
生维护个人信用记录，促进其顺利就业。
　　国家助学贷款免息及本金延期偿还政策作为
一项阶段性政策，自2022年起已经连续实施4年。财
政部表示，2025年将对该政策进行全面评估，结合
评估情况研判2026年及以后年度是否延续实施。

第34个全国税收宣传月正式启动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4月1日，以“税收·法治·
公平”为主题的第34个全国税收宣传月活动拉开
序幕。
　　在国家税务总局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
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介绍，本次宣传月旨在通
过一个月的集中税收普法宣传，积极引导各类经营
主体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强化依法诚信自觉纳税观
念，增强合规经营和风险防范意识，既促进税务部
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又为纳税人着力营造法
治公平的税收环境。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次宣传月不仅
有“诚信纳税 法治同行”税收普法、面向重点群

体分类开展“引导合规经营”系列宣传活动，还有
合规经营、诚信纳税正面典型宣传和涉税违法案件
曝光及以案释法。
　　同时，本次宣传月还会推介高效便捷办税缴费
措施。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和“便民办税春风
行动”、助力小微经营主体发展“春雨润苗”专项
行动等，进一步向社会推介各项高效便捷办税缴费
措施，更好支持各类经营主体合规经营、健康
发展。
　　我国开展税收宣传月始于1992年。这一活动已成
为纳税人缴费人自觉接受税法教育的重要课堂，也是
社会各界主动了解税收、积极支持税收的重要载体。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商务部1日发布数据显
示，今年1至2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3095 .6亿
元，同比增长9.9%。
　　数据显示，1至2月，我国服务出口5495.8亿元，
同比增长13%；服务进口7599 . 8亿元，同比增长
7.8%。服务贸易逆差2104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83.3
亿元。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保持增长。1至2月，知识密
集型服务进出口4766.5亿元，同比增长2.5%。其中，知识

密集型服务出口2857.3亿元，同比增长3.3%，其他商业
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规模较大，金额分
别为1455.2亿元、1119亿元，增速分别为4.5%、6%；知识
密集型服务进口1909.2亿元，同比增长1.4%。知识密集
型服务贸易顺差948.1亿元，比上年同期扩大63.8亿元。
　　旅行服务增长最快。1至2月，旅行服务继续保
持高速增长，进出口达4098亿元，同比增长28.9%，
为服务贸易第一大领域。其中，出口同比增长
142.6%，进口同比增长21.1%。

前2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9.9%

“九天揽月——— 中国探月工程20年”展览举办
  据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记者1日从国家航天局
获悉，由该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和中国国家博物
馆共同主办的“九天揽月——— 中国探月工程20年”
展览1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展出。本次展览包
含全球首次对比展出月球正面、背面样品，上百件
珍贵实物与图文史料首度集体亮相，是探月工程20
年系列活动之一。
　　国家航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展览以“科技+科
普、成就+文化”为主线，围绕工程历史背景、研制历
程、主要成就、未来任务等，以实物实证与历史档案相
结合的叙事方式，系统展示中国探月工程自2004年立

项以来，以“绕、落、回”三步走战略为引领，走出的一
条高质量、高效益的月球探测之路。
　　从“嫦娥一号”开启中国深空探测篇章，到
“嫦娥三号”携“玉兔号”月球车首次烙下中国月
面印记，从突破月背中继通信技术架设地月“鹊
桥”，到“嫦娥五号”携月壤凯旋……工程研制团
队一条龙攻关攻坚，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步步实现
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
　　据介绍，作为探月工程20年系列活动的首站，
本次展览为期2个月。后续，还将启动探月精神宣
讲、全国巡展等系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