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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民日报”“人民曰報网”“央广新闻
TB”⋯⋯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仿冒账号，却在
部分网站平台上“兴风作浪”。国家网信办近
期开展“清朗·规范重点流量环节网络传播秩
序”专项行动，紧盯短视频平台、热搜榜单等重
点流量环节，全面排查处置仿冒新闻主播等违
规账号。截至目前，已集中清理仿冒新闻单
位、新闻主播账号 10.7 万个，清理虚假新闻信
息83.5万条。

身处全媒体时代，个人成为重构媒介生态
的重要力量。不可否认的是，如今各类短视频
平台、热搜榜单已然成为网民获取新闻信息的
重要渠道，也是网络舆情的实时“风向标”。有

关注就有流量，有利益就难免出现乱象。于
是，一些人为了博眼球、蹭流量，转而拿新闻单
位的权威性“大做文章”。有的伪造新闻演播
室场景，滥用AI虚拟主播等手段，炮制涉社会
案事件虚假新闻，挑动网民情绪；有的给自己
披上某某时报、主持人某某的“马甲”，模仿专
业新闻人播报，混淆公众视听。

新闻传播学中有“转移法”的宣传技巧，指
的是将某一令人尊敬和崇拜的事物的权威性
转移到另一事物上，使后者更易于被人接受。
通俗来讲就是“借好事物的光”。这些仿冒账
号无疑深谙此道，他们利用新闻单位、新闻主
播的权威性为自己“背书”，以此博取网民信
任。长此以往，很多人容易被“标榜专业”的虚
假内容诱导蒙骗，网络传播秩序被蓄意扰乱，
真实与虚假之间的界限被刻意模糊。而这些

“冒牌货”的存在，威胁着新闻媒体的公信力，

让新闻媒体多年积累的社会声誉成为一些自
媒体骗取流量的“道具”。

近年来，网信部门不断加大网络空间治
理，成效显著。此次专项行动，既是对这类仿
冒乱象的震慑，更是让网络空间重回清朗的
必要举措。集中清理 10.7 万个违规账号，就
是要戳穿仿冒新闻单位、新闻主播的虚假外
衣，铲除其兴风作浪的土壤。专项行动在发
挥“快准狠”的作用之外，也要注重进一步健
全常态化长效化治理机制。既打好攻坚战，
又打好持久战，维护广大网民获取权威真实
新闻信息的合法权益，放大权威媒体在舆论
场上的声音。

作为把控自媒体行为的第一道关口，网络
平台尤须压实主体责任，织密“源头管理”这张
网。“入民日报”等不算隐蔽的仿冒账号，为何
能泰然通过注册关？通过 AI 等技术合成的虚

假视频，为何放任其广为流传？未经审核的非
官方账号，为何能扭曲、篡改官方内容？为何
对仿冒乱象没有露头就打，而是等其泛滥成灾
再治理？值得深思。

对于这些乱象，网络平台没理由疏于管
理，甚至视而不见，否则流量来了，质量却丢
了，又谈何长远发展、健康发展？好在此次专
项行动期间，国家网信办指导各网站平台以发
布专项行动公告、滚动公示违规账号、开设举
报专区等措施，正在补上监管“漏洞”。

从老旧发报机、手摇马达到全媒体时代，
中国的新闻事业筚路蓝缕，历经烽火硝烟，也
见证了满眼春色。而广大新闻工作者更是党
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
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无论何
时，都不应成为那些“李鬼”自媒体碰瓷行为的

“受害者”。

舆论场上的李鬼，该治
刘晓庆

逯海涛

身穿青蛙人偶服，手里提着一群“小青蛙”，
脖子上挂着收款二维码⋯⋯最近，活跃在多地
大街小巷的“卖崽青蛙”因为蠢萌的造型和有趣
的互动，吸引了不少粉丝。不过，有时他们也会
遭到驱赶。近日，在某市街头，一只“青蛙”被城
管拦截，执法人员语气不太友善，“青蛙”无奈当
场褪去了“蛙皮”。这一新闻引发讨论。

“青蛙”落网，有人觉得“好笑又心疼”。也
有人鸣不平：“卖崽青蛙”到底做错了什么？

正如该市城管执法局局长在一档电视节
目中回应的，“卖崽青蛙”实际上是在兜售玩具，
尽管有一些行为艺术的成分在，但本质上仍属
于流动摊贩。所以，在街头无论是售卖还是互
动，都应遵守所在城市的相关管理规定，而城
管执法人员当然也有义务对其进行管理。可
见，相关部门的出手也是于法于理有据。

管是没问题的，问题在于怎么管。
此前，多地“卖崽青蛙”也因为不同程度的

“出格”行为，被执法人员“制裁”过。比如，今
年4 月，宁波一男子穿着“网红蛙”的人偶服骑
电动自行车出行，交警将其拦下，并对其违法
行为处以 20 元罚款。之后，男子将头套摘下，
佩戴好安全头盔后骑电动自行车离开。在杭
州，一只“卖崽青蛙”违反相关规定，被城管抓
住“面壁思过”⋯⋯这几例差不多的遭遇，并没

有在网络上引起太大的舆情反弹，因为执法的
过程合规合法，执法的“度”并不让人觉得过于
严苛，从而产生观感上的不适。

有地方城管部门负责人表示：对于“卖崽
青蛙”这样的情况，一般还是会采取“审慎监
管、柔性执法”，基本上还是提倡免于处罚。

“柔”的尺度怎么把握，考验着执法者的水平，
也体现着一座城市的包容度。

经历三年疫情，城市的烟火气亟待恢
复，人们的心情也需要放松。正如有人所
说，穿梭在夜市的“卖崽青蛙”不仅是社交媒
体上的“宠物”，也是“贩卖快乐”的城市风景
线，为匆匆路过的人们提供着情绪价值。如
果“卖崽青蛙”的行为无碍市容，不妨多一点
包容。如果确属对城市秩序、他人权益造成
不良影响，那么依法依规该怎么处理就怎么
处理。城市的秩序需要刚性的守护，而城市
的烟火气则需要更多柔性的呵护。今年 5 月
初，深圳不再全面禁止路边摊的消息，引起
大家关注；淄博的烟火气，更让这座小城一
跃成为顶流。这些例子，提醒城市管理者要
找到契合公共秩序安全和人情冷暖道义的
最大公约数。

一座充满勃勃生机的城市，理应容得下
“卖崽青蛙”这类“小生意”的生存，井井有条和
包容开放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体。刚柔之
间的管理艺术，确实需要好好把握。

城市街头，容得下这只“蛙”

支一顶帐篷，约三五好友，在大草坪
享受“诗与远方”，这样的惬意杭州人或许
过不了多久就可在家门口的绿地享受
到。今年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发布《关于开展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试
点工作的通知》，杭州成为首批城市公园
绿地开放共享的试点城市之一。近日，杭
州计划首批开放 10 处城市公园绿地，明
年预计开放 1000 处。在本轮试点中，杭
州市将在城市绿色生态空间中选取合适
的公园草坪、林下空间以及运动空闲地等
区域，划定开放共享区域，完善配套服务
设施，更好地满足人们运动健身、休闲游
憩等亲近自然的户外活动需求。

人间五月天，正值踏青好时节，城市
公园绿地的开放共享，恰逢其时。随着
社会物质水平的提升，以及疫情带来的
生活变化，人们更加意识到身边拥有一
块公共绿地的可贵，也催发对人与自然
关系的深刻思考。因此，作为城市“肺
泡”的公园绿地，早已不再是简单的景观
造林，公园作为城市肌理的重要部分，正
日益成为城市的能量场所。通过开放共
享公园绿地，可以不断增强人们对所在
城市的认同感，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幸福期待。

所以说，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与
百姓日益增长的户外休闲活动需求是相
呼应的。群众有需要，服务就得有配套，
要为这样的开放叫个好。

但开放的同时，不少人也有担心和忧虑。以前说起
绿地，常听到“人家的草坪能踩能坐能踢球，咱们的草坪
只能看看”这样的牢骚，在公园草地上也常有“爱护小草，
禁止入内”的牌子。这一开放，市民游客增多，如果出现
搭建帐篷乱打地钉、过度踩踏、垃圾成堆等问题，势必会
给公园绿地带来不同程度的破坏。所以，人们不禁担心
公园绿地开放也会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窠臼。

开放共享是开端，更重要的是随后的共护共治。绿地
不仅代表城市形象，也体现了城市的文明发展程度。垃圾
处理、设施维修、绿化管护⋯⋯这些都考验着城市治理能
力，也离不开市民的自觉自律。如何答好这张铺在大地上
的绿色共享“考卷”，是对管理者和市民素质的双重考验。

提高市民素质需要倡导，但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达成
管理与自治的平衡。这一举措让人欣喜地看到，怎么开
放，开放什么，不单是主管部门说了算。杭州市园林文物
局目前正通过网络问卷等方式邀请市民一起参与制定杭
州草坪文明开放公约。帐篷区应该设在哪里？适宜哪些
文化体验、市集经营类活动？使用公园绿地无法忍受的
因素有哪些？还有哪些公园适合开放⋯⋯调查问卷详细
而有针对性。

“共建共治共享”这张金名片需要管理者和群众共
同擦亮，厚植社会根基。管理者广泛收集民意，虚心听
取，因势利导，同时让公众参与协商、决策，并让公众自
己监督执行，或许就能走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传
统窠臼。

绿地共享还须共护

陈进红

绿地共享还须共护

陈进红

画中话画中话

近年来，针对经
济 犯 罪 新 形 势 新 特
点，公安机关依法严
厉 打 击 各 类 经 济 犯
罪活动，持续组织开
展了“猎狐”行动和
打 击 非 法 集 资 、涉
税、地下钱庄犯罪等
专项行动，成功侦破
了 一 大 批 经 济 犯 罪
重特大案件。2022
年，全国公安机关共
破 获 各 类 经 济 犯 罪
案件 7.4 万起，挽回
经 济 损 失 236 亿 余
元，通过国际执法合
作 从 境 外 缉 捕 遣 返
各 类 潜 逃 经 济 犯 罪
嫌疑人700 余名。

图文均据新华社

依法严打依法严打

·资 讯·

春江水暖鸭先知，刚刚过去的 4
月，第七届万物生长大会上，杭州市
创 业 投 资 协 会 联 合 微 链 共 同 发 布

《2023 年杭州独角兽＆准独角兽企业
榜单》，由杭州西湖区科创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投资的西湖生物医药、凯莱
谱、西湖欧米、西湖制药、西湖艾凯、
指令集、迅盟科技、云深处科技等 15
家企业入选准独角兽企业榜单，数梦
工厂入选独角兽企业榜单，较 2022 年
新晋 6 家。

作为创投界的“新面孔”，西湖科

创投成立于 2020 年，注册资本 10 亿
元，通过政府出资、主动投资、直接参
股的方式直接参与招商引资，挖掘优
质企业，帮助地方招大引强。截至目
前，西湖科创投已累计招引落地企业
近 70 家，其中去年新投资项目中，从
浙 江 省 外 引 入 总 部 项 目 比 例 高 达
50%。

据业内人士透露，虽然杭州的天使
投资本身比较活跃，但市场化机构投资
占绝对主导，鲜少能见到国资直投的身
影，西湖科创投能够直接参与到天使直

投领域，在创投行业是一种大胆的探索
和创新。据西湖科创投负责人介绍，这
种创新模式的落地，离不开区委、区政
府对容错免责等一系列顶层机制的
设计。

值得一提的是，西湖科创投投资
的项目中，47.5%是来自全球知名高校
的人才项目。以今年的准独角兽榜单
为例，西湖生物医药、西湖欧米和西湖
制药都是来自西湖大学的成果转化
项目。

近两年来，得益于西湖区高校经

济的持续深入推进，西湖科创投不断
深挖浙江大学、西湖大学等资源，加大
对核心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产业项
目的支持力度，助力打造全球科技成
果转化首选地，吸引高层次人才在浙
创业。目前，围绕“基础研究＋技术攻
关＋成果产业化＋金融赋能＋人才支
撑”的高校经济“产学研用”链条正在
西湖区加速生成，为西湖区发展注入
新动能。

以 西 湖 心 辰 为 例 ，早 在 2021 年
西湖科创投就慧眼独具，投资 1000

万 元 参 与 西 湖 心 辰 的 天 使 轮 融 资 ，
并助力其公司总部成功落地紫金港
科 技 城 。 此 次 ，西 湖 心 辰 创 始 人 蓝
振 忠 获 评“2022 杭 州 新 锐 创 业 之
星”。他是卡内基梅隆大学（CMU）
的 人 工 智 能 博 士 ，在 大 模 型 领 域 颇
有 影 响 力 。 经 过 两 年 的 发 展 ，西 湖
心辰成功汇聚国内一流 AI 人才，目
前已训练出了达到 GPT3.5 水平的语
言大模型 RIO。公司继 3 月底完成
百 度 风 投 领 投 的 Pre-A 轮 融 资 后 ，
近 日 再 获 汤 姆 猫（300459.SZ）战 略

投资。未来西湖心辰将在多模态大
模 型、通 用 人 工 智 能 垂 直 领 域 模 型
等 方 面 持 续 发 力 ，为 之 后 的 大 规 模
商业化奠定坚实基础。

未来的浙江，将重点建设浙江特
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经济高质量
发 展 高 地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投 资 增 长
15%以上。西湖科创投将继续发挥自
身优势，聚焦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空
天信息、生命健康、文化创意五大产业
赛道，投资和布局一批引领未来产业
发展的优质高新企业。

西湖科创投：两年发掘15家准独角兽1家独角兽企业
程 汉 廖 雄

“中国视谷”
强劲发展背后

“我们已经集聚视觉智能重点企业
1562 家，形成以海康威视、大华股份、
宇视科技、新华三等行业重点企业为引
领，先临三维等优势骨干企业特色发

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全面培育的企业
梯队，这些企业在‘2023 独角兽与准独
角兽’榜单中大多名列前茅。”活动现
场，中国视谷·萧滨一体化专班组长高
源说。

如今，视觉智能之风愈发强劲，一
个国内领先、全球重要的视觉智能高新
技术策源地、高端产业集聚地和产业环

境最优地呼之欲出。
而这背后，萧滨一体化产业协作共

建起着关键作用。
在杭州高水平重塑“全国数字经济

第一城”的大背景下，在国家先进制造
业集群建设的基础上，杭州作出建设

“中国视谷”的决定。去年 10 月，杭州
市正式启动“中国视谷”建设，明确将通
过“一园窗口、双核引领、全域联动”，打
造数字经济新地标、新名片。

“一园窗口”指以杭州高新区（滨
江）萧 山 特 别 合 作 园 为 对 外 展 示 窗
口。“双核引领”中的双核，即杭州两大
经 济 强 区 —— 萧 山 区 和 高 新 区（滨
江）。萧山区和高新区（滨江）充分发
挥两地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产业链共
建、资源互补的优势，为“中国视谷”搭
建了产业承载地——杭州高新区（滨
江）萧山特别合作园，完成了“从 0 到
1”的关键突破。

数字安防、工业视觉、自动驾驶、智
能医疗等七大领域是“中国视谷”的主
攻方向、重点突破口。两区通过产业链
条共建，加快产业项目、产业要素跨区
优化配置，促进七大领域集群化发展。
自萧滨特别合作园成立以来已签约亿
元以上项目 10 个，总投资 134 亿元，开
工建设项目总投资150亿元。

一边促进产业集聚，一边拓展发展

空间，两区合作“1+1>2”效应加速释
放。“以萧山、滨江迈向‘有界无域、深度
融合’为契机，‘窗口园区’今年以来进
入了快速攀升期。”高源说。

5 月，“中国视谷”展厅正式亮相，
视谷创新中心也将迎来第一批入驻企
业。今年下半年，萧山和滨江两区合作
建设的“视谷之窗”产业综合体将开工
建设，将成为沿时代高架的城市新地
标、工业新典范。

除了萧滨一体化产业协作共建，
2022 年 11 月，“中国视谷”建设纳入工
信部和浙江省合作协议，“中国视谷”得
到了部省市区四级资源的有力支持。
凝聚产业政策、专项资本、科研平台、试
验场景、生活配套等六大优势，“中国视
谷”正朝着“2035 年产业规模达到 1 万
亿元”目标不断迈进。

探索长三角产业
协同发展新路径

启卷杭城，纵览浙江，视觉智能产
业链保持“良好发展、领跑全球”的态
势，已经形成规模集聚效应，并进入高
速发展期：

浙江已经构建以杭州为核心，宁波、
温州、嘉兴等重点城市为支撑的分布格
局，初步形成了滨江、萧山、桐庐、富阳、

余姚、诸暨、嘉善等特色产业集群，龙头
企业优势突出，产业链布局完善、上下游
合作紧密，技术创新水平全国领先。

浙江多措并举，推动产业集群不断
发展壮大。这里，以项目为支撑，着力补
齐产业发展短板。深化“链长+链主”协
同机制，着力“强链、补链、畅链、固链”。
紧盯产业链关键环节，突出“项目为王”，
强化产业链精准招商。这里，以集群发
展为重点，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开展“浙
江制造”省级特色产业集群建设，编制数
字安防及网络通信集群培育方案和工作
要点。开展“浙江制造”省级特色产业集
群评选工作，拟选定一批集群通过任务
包的方式给予支持。

谋深谋远，浙江在下一盘更大的
棋：以长三角一体化为支点，找准产业
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的关节点、联结点和
发力点，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

活动现场，省经信厅发布《长三角
视觉智能产业链发展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围绕长三角视觉智能产业链
一体化创新和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从加

强顶层统筹谋划、促进产业协同合作到
构建跨域创新网络等六个方面内容，给
出了浙江方案。

抱团发展，合作共赢。在产业协同
上，《报告》提出征集选定一批“链主企
业”，联合配套企业、横向同类企业、科
研院所、高校，组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共同体。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
力。在跨域创新网络构建上，《报告》建
议梳理关键核心技术（产品）协同攻关
清单，推动长三角地区企业、科研机构
集中优势资源开展联合攻关，引导实施
一批跨区域产业链协同创新项目和急
用先行项目。

长三角是我国乃至全球视觉智能
产业最核心的发展区域之一，产业总体
规模和技术水平处于世界前列，打造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潜力无
限。随着产业创新的“朋友圈”越做越
大，长三角视觉智能产业链协同发展之
路必将越走越宽。

（图片由浙江省经信厅提供）

从杭州滨江出发，沿着时代大道

一路往南，穿过冠山隧道，“中国视

谷”4 个大字十分醒目。继武汉“光

谷”、合肥“声谷”之后，又一个国家经济地理新地标即将在这里诞生。

眼下，“中国视谷”发展势头正盛：2022 年总营收达 7292 亿元，核心

产业营业收入2825亿元。

“中国视谷”是浙江视觉智能产业链发展的一大亮眼名片。视觉智能

产业是浙江最具标志性的核心产业之一，也是浙江着力打造的十大产业链

之一。5 月 16 日，浙江省“十链百场万企”系列活动之视觉智能产业链专

场在杭州举办。活动由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杭州市人民政府主办，聚

焦视觉智能产业链，以“线下对接会+线上直播”的方式开展，汇聚长三角

政、产、学、研、金、服各方代表进行供需匹配，保持视觉智能产业链供应链

通畅，并联动长三角产业协同发展的资源配置，共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

业高地。

“中国视谷”发展背后有哪些关键因素支撑，浙江视觉智能产业链处在

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如何以长三角产业协同促进视觉智能产业链发展？带

着这些问题，笔者走进了活动现场。

打开智慧之门 共创全新视界
——直击“十链百场万企”之视觉智能产业链专场

孙 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