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综合分析

1.近日，《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开始施行，要求网络信息内容服务使用者和生产者、平台

不得开展网络暴力、人肉搜索、深度伪造、流量造假、操纵账号等违法活动。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综合分析社会现象（正面题）——答题结构【点题/表态-意义-措施-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表态：

方法 1（举例式入题）

一提起网络生态治理，人们很容易想到令人不胜其烦的“标题党”，想到网络暴力，想到流量造假。

事实上，无论“用夸张标题，内容与标题严重不符”，还是“炒作绯闻、丑闻、劣迹”；无论“不当评

述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等灾难”，还是“煽动人群歧视、地域歧视”；无论“通过人工方式或者技术手

段实施流量造假、流量劫持”，还是“虚假注册账号、非法交易账号、操纵用户账号”……这些存续已

久、破坏网络生态秩序的各种乱象，都在整治之列。《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回应了民众诉求，

提出了制度规束，令人拍手称快。

方法 2（阐述背景式入题）

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战略部署，也是加强互联网管理的治本之策。3月，《网

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开始施行。《规定》的实施，意味着我国依法治理网络的能力迈上了新台阶。

网信战线要聚焦聚力抓好落实，打好网络综合治理“组合拳”，努力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

展的最大增量。

方法 3（举例式入题）

近日，数百篇“疫情之下的某某国：店铺关门歇业，华商太难了！”的自媒体文章刷屏网络。这些

文章情节如出一辙，仅仅换了主角姓名、从事生意和所在国家，对此有网友调侃：一个叫“郭红”的人，

炮制了你朋友圈所有的“世界失控”。

第二步——分析意义：

1.集中体现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加强和创新互

联网内容建设，落实互联网企业信息管理主体责任，全面提高网络治理能力，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特别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网络安全工作要坚持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保障

个人信息安全，维护公民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的重要思想，符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为

我国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础。

2.突出了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明确了政府、企业、社会、网民等主体多元参与协

同共治的治理模式。网络信息内容生态的治理要突破市场和政府二元对立和单一的主导模式。在数字经

济时代，要以平台思维和社会化思维的模式重新审视政府、企业、社会、网民这四大主体在网络生态治

理中的功能和作用。在参与网络生态治理的四大主体中，政府的作用是监管、企业的义务是履责、社会

的功能是监督、网民的义务是自律。

3.体现了国家在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领域的主权价值取向，展示了网络空间的自由和秩序、开放

和自主、管理和服务的辩证关系，重点突出了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的统筹与协调。随着《治理规定》



的正式实施，我国网络信息内容的生态治理将正式纳入法治轨道，并将依法形成治理合力。

第三步——提出对策：

1.抓好落实，依法依规是根本。治网之道，法治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国家网信办出台的“微

信十条”、“账号十条”到“直播新规”，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和《网络信息内容生态

治理规定》等，管网治网的法律制度越来越完善、法规政策越来越健全、法治举措越来越严实。当前，

面对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持续的网络意识形态挑战、泛滥的网络失范行为，必须发扬斗争精神，旗帜

鲜明拿起法律、法规、规章这柄“净网利剑”，依法依规查处网上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持续形成高压态

势，依靠法治的力量让互联网这个家园更美丽、更干净、更安全。

2.抓好落实，凝聚人心是方向。依法治理看上去是治网，本质上是做人心的工作。当前，我国网民

规模为 8.29 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 8.17 亿，网民已成为社会治理不可忽视的一股强大力量。近些年

来很多热点事件都来源于网络、发酵于网络，并形成强大的舆论，给地方党委政府工作造成被动、形成

压力。面对网络空间这个汇聚民意的新渠道、思潮交锋的主战场、政治参与的新场域，网信战线务必要

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牢固树立“为了网民，依靠网民，从网民中来、到网民中去”的网上群众路线工作

方法，倾听网民意见，汲取网民智慧，引导网络舆论，凝聚网络民意，努力探索走出一条依靠广大网民

共建共治共享网上美好家园的善治之路。

3.抓好落实，系统推进是关键。网络空间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参与主体上，党委、政府、

企业、社会、网民等都是网络空间的利益相关方；在工作内容上，领导管理、正能量传播、内容管控、

社会协同、网络法治、技术治网等都是必须面对的具体问题；在治理方式上，经济、法律、技术等都是

必要的工作手段。可见，网络治理这件要事不是你的、我的、他的，而是我们大家的；也不只是发发新

闻、控控舆情、管管网络，而是全面系统的。在网络治理上必须牢固树立系统化思维，多主体、多手段、

多层面发力，才能形成网络综合治理的合力，才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网络发展成果时有更多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4.抓好落实，严格责任是基础。加强网络综合治理，重在责任落实。网络综合治理各项工作最终要

落实到一个个具体单位、具体人、具体企业和具体事情上。我们要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严格落实网

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和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网络阵地和相关基础管理，督促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和网站主体责任，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相结合的综合治网格

局；同时坚持问题导向，对标“系统性谋划、综合性治理、体系化推进”要求，找差距、补短板，大力

提高管网、治网、用网的能力水平，以实际行动推动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

第四步——结尾总结：

方法 1（总结式结尾）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

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我们不仅能缔造健康的网络空间，还能拥有更有归属感的互联网精神家园。

方法 2（号召式结尾）

随着各国对疫情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断提升，抗击疫情已经成为各国人民的共识。面对疫情，每一

个人都应该实事求是，尊重科学，保持理性，相互守望，都应避免制造恐慌和过分恐慌。而那些躲在屏



幕后面敲击键盘、制造恐慌的无耻行径，各国都应严厉打击。凡是给疫情增加不确定因素的行径，也必

将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唾弃。

方法 3（名言警句式结尾）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能不能做到中央有部署、我们有行动、行动有实效，考验着我们的能力素质

和责任担当。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担当诠释初心，以实干践行使

命，建好守好网上精神家园，让网络空间永远山清水秀、风清气正。

2.《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的施行意味着我国依法治理网络的能力迈上了新台阶，但也有人

说，平时通过各种渠道举报造谣信息都未得到反馈，这个规定能不能发挥作用还不一定。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两面题——答题结构【点题/表态-积极意义-问题分析-对策措施-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表态：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的出台，进一步规范了网络环境，回应了民众诉求，提出了制度规

束，令人拍手称快。但对于题干中的这种说法，也要在今后的执行过程中加以避免，认真落实。

第二步——积极意义：

1.为我国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础。

2.让广大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网络发展成果时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提高管网、治网、用网的能力水平，以实际行动推动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

第三步——问题分析：

1.监督举报机制不够完善，网民举报造谣信息未及时处理。

2.责任落实不到位，对于网民举报的造谣信息没有专人负责，没有进行回应反馈。

3.宣传范围小，部分网民对规定还不是很了解，细则规定需要进一步解释。

第四步——提出措施

1.完善监督举报机制。畅通民意反映渠道，对民众反馈的问题及时跟踪处理，做到凡事有交代、件

件有回应、事事有回音，提高民众满意度。

2.落实责任到位。实行专人专事专办，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分门别类处理，提高办事效率。

3.加大宣传力度。新政策出台，要能够对制度规定进行解释到位，要能够用通俗易懂的话来向群众

解释清楚，及时了解民众诉求。

第五步——结尾总结

“民生之事从无小事”，落实规定细则，及时回应民众诉求，才能将新规定新制度落实发展好，从

而提高群众满意度。

（二）计划组织



1.你单位拟召开网络信息生态环境整治工作，你会如何开展？

◎审题判断——计划组织题——答题结构【点题-前期准备-具体措施-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意义入题）

营造天朗气清的网络生态环境，有利于……有利于……

第二步：前期准备（人时地财物）

我会成立网络生态整治小组，划分各个小组不同的整治区域，比如微信、微博、QQ 空间等，整治时

间为一周。

第三步：具体实施

1.介绍此次整治活动的重点和目的，传达上级的指示精神，让小组成员认真做好此次整治工作；

2.统计不同区域的网络信息的不良状况数量，为集中整治提供底数参考；

3.明确集中整治的重点内容，发布整治活动的通知，对发布不实信息、危害社会言论的行为进行严

厉打击；

4.完善加强对网络信息生态环境进行监管的长效机制，畅通民意反映渠道，从而净化网络环境。

第四步：结尾总结

总结经验、提出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