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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网 信 办 通
报，中央网信办秘书
局日前下发通知要求
加强“自媒体”管理，
明确网站平台应当及
时 发 现 并 严 格 处 置

“自媒体”违规行为，
对制作发布谣言，蹭
炒社会热点事件或矩
阵式发布传播违法和
不良信息造成恶劣影
响的“自媒体”，一律
予以关闭，纳入平台
黑名单账号数据库并
上报网信部门。

通知要求，网站
平 台 应 当 有 效 防 止

“自媒体”假冒仿冒行
为，对账号信息中含
有党政军机关、新闻
媒体、行政区划名称
或标识的，必须人工
审核；应当严格核验
从事金融、教育、医疗
卫生、司法等领域信
息内容生产的“自媒
体”，并在账号主页展
示认证材料名称，加
注所属领域标签。

通知明确，“自媒
体”在发布涉及国内
外时事、公共政策、社
会 事 件 等 相 关 信 息
时，网站平台应当要
求其准确标注信息来
源；使用自行拍摄的
图片、视频的，需逐一
标注拍摄时间、地点
等相关信息；使用技
术生成的图片、视频
的，需明确标注系技
术生成；引用旧闻旧
事的，必须明确说明
当 时 事 件 发 生 的 时
间、地点。

通知指出，“自媒
体”发布信息不得无
中生有，不得断章取
义、歪曲事实，不得以

拼凑剪辑、合成伪造等方式，影响信息真实性；
“自媒体”发布含有虚构情节、剧情演绎的内容，
网站平台应当要求其以显著方式标记虚构或演
绎标签；鼓励网站平台对存在争议的信息标记
争议标签，并对相关信息限流。

通知要求，涉公共政策、社会民生、重大突
发事件等领域谣言，网站平台应当及时标记谣
言标签，在特定谣言搜索呈现页面置顶辟谣信
息，运用算法推荐方式提高辟谣信息触达率，提
升辟谣效果；网站平台应当要求“自媒体”不得
集纳负面信息、翻炒旧闻旧事、蹭炒社会热点事
件、消费灾难事故，不得以防止失联、提前关注、
故留悬念等方式，诱导用户关注其他账号；对打
造低俗人设、违背公序良俗网红形象，多账号联
动蹭炒社会热点事件进行恶意营销等的“自媒
体”，网站平台应当取消或不得赋予其营利权
限。

通知明确，对频繁蹭炒社会热点事件博取
关注的“自媒体”，永久禁止新增粉丝，情节严重
的，清空全量粉丝，网站平台不得提供粉丝数量
转移服务；网站平台应当健全MCN机构管理制
度，对MCN机构及其签约账号实行集中统一管
理。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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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国家网信办近日专
题研究审议《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条例（草案）》，加快推动条例立
法进程。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网民规
模不断增长。互联网在拓展未成
年人学习、生活空间的同时，也带
来网上违法信息和不良信息泛滥、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被滥采滥用、未
成年人沉迷网络等问题，亟待通过
完善立法进一步强化国家、社会、
学校、家庭等主体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责任，规范网络信息内容管理，

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
据悉，《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条例（草案）》聚焦未成年人网络
保护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总结
近年来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
的实践经验，将成熟做法上升为
法规制度，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
系。草案在加强未成年人网络
素养促进、网络信息内容规范、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网络保护、未
成年人网络沉迷防治等方面作
出规定，还对有关违法行为规定
了相应法律责任。

近年来，按照党中央和国务
院部署要求，各有关部门积极开
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出台
一系列政策文件，并在未成年人
保护法的修订中创设“网络保
护”专章。在《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条例（草案）》的起草和审查过
程中，司法部、国家网信办多次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广泛征求
中央有关单位、部分地方政府和
有关企业、行业协会及专家意
见，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对草案
进行多次修改完善，努力从立法

层面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营
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制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
已列入2023年度国务院立法工
作计划。加快推动出台该条例
是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建设的重
要举措，对于健全未成年人网
络保护制度体系、构筑未成年
人网络安全屏障、切实保护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据（新华社）

司法部国家网信办

加快推动制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通知，
将此前公布的支持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的两项金融政策
进行调整，适用期限统一延长
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中国人
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此举
旨在引导金融机构继续对房地
产企业存量融资展期，加大保
交楼金融支持。

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2022 年 11 月中国人
民银行、原银保监会联合推出
16 条金融举措，从保持房地产
融资平稳有序、积极做好保交
楼金融服务、配合做好受困房
企风险处置、加大住房租赁金
融支持等方面，明确了支持政
策。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
介绍，“金融十六条”发布实施
后，对保持房地产融资合理适
度、推动化解房地产企业风险
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良好

的政策效果。“综合考虑当前房
地产市场形势，为引导金融机
构继续对房地产企业存量融资
展期，加大保交楼金融支持，金
融管理部门延长了有关政策适
用期限。”

延期政策集中于两方面，
一方面是支持开发贷款、信托
贷款等存量融资合理展期的政
策，另一方面是鼓励金融机构
提供保交楼配套融资支持的政
策。

在存量融资展期方面，原
政策规定“自本通知印发之日
起，未来半年内到期的，可以允
许超出原规定多展期1年”。此
次政策调整后，“2024年12月31
日前到期的，可以允许超出原
规定多展期 1 年”，这对于不少
房企来说是个利好消息，有助
于缓解房企资金压力，改善房
地产行业融资环境。同时，这
也有利于金融机构化解存量贷
款风险。

另外，原政策规定“自本通
知印发之日起半年内，向专项
借款支持项目发放的配套融
资，在贷款期限内不下调风险
分类；对债务新老划断后的承
贷主体按照合格借款主体管
理。对于新发放的配套融资形
成不良的，相关机构和人员已
尽职的，可予免责”。此次调整
后，适用期限也延至 2024 年 12
月31日前。

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延期
有助于打消金融机构对房企新
发放配套融资的部分顾虑，为
房企提供适度宽松的融资环
境，有利于引导金融机构对房
企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

此外，从中国人民银行了
解到，本该在 2023 年 3 月 31 日
到期的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已
确认延续实施。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以来，
金融管理部门针对房企融资问
题出台一系列举措，从存量和

增量入手，加大贷款、债券、资
管等多渠道融资支持力度，保
持优质房企融资性现金流稳
定，有助于引导优质房企资产
负债表回归安全区间，推动行
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
员会近期召开的2023年第二季
度例会提出，因城施策支持刚
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扎实做
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各项
工作，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加快完善住房租赁金
融政策体系，推动建立房地产
业发展新模式。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
表示，各金融机构应按照要求
切实抓好落实，因城施策支持
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保持
房地产融资合理适度，加大保
交楼金融支持，推动行业风险
市场化出清，促进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

据（新华社）

两部门发布通知——

对房企提供持续稳定支持对房企提供持续稳定支持

为进一步规范食品经营许
可和备案管理工作，加强食品经
营安全监督管理，落实食品经营
者主体责任，市场监管总局7月
12 日发布《食品经营许可和备
案管理办法》，自2023年12月1
日起施行。

办法聚焦企业反映的堵点
难点问题，对拍黄瓜、泡茶等简
单食品制售行为，作出了简化许

可的规定。食品经营者从事解
冻、简单加热、冲调、组合、摆盘、
洗切等食品安全风险较低的简
单制售的，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在保证食品安全的
前提下，可以适当简化设备设
施、专门区域等审查内容。

办法明确食品销售连锁管
理、餐饮服务连锁管理、餐饮服
务管理、半成品定义，规定半成

品制售仅限中央厨房申请，进一
步规范了“散装食品”的定义，明
确未经食品生产者预先定量包
装或制作在包装材料、容器中的
食品，食品销售者在经营场所根
据需要对食品生产者生产的食
品进行拆包销售或进行重新包
装后销售的食品，均纳入“散装
食品”的范畴。

办法结合行业发展、食品安

全风险状况等，进一步明晰办理
食品经营许可的范围和无需取
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具体情形，将
实践中容易导致责任落空且有
迫切监管需要的连锁总部、餐饮
服务管理等纳入经营许可范围，
并从风险管控角度，增加并细化
了单位食堂承包经营者、食品展
销会举办者等的食品安全主体
责任。 据（新华社）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将于12月起施行

商务部等 16 部门制定的《2023
年家政兴农行动工作方案》7月13日
对外公布。方案提出，引导家政企
业优先留用脱贫人口，对符合条件
的家政企业按规定给予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社会保险补贴等。鼓励公
共机构优先从聘用脱贫人口的家政
企业购买服务。

为巩固拓展家政扶贫成果并将
其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有效衔接，
更好发挥家政服务业促消费、惠民
生、稳就业作用，方案提出拓宽就业

渠道、提升就业质量、加强跟踪服
务、完善配套政策四方面 16 条具体
举措。

在拓宽就业渠道方面，方案提
出，引导各地组织信誉良好、运作
规范的家政企业，把握节假日、农
闲等时间节点，赴劳动力资源丰富
的县（乡、镇）举办供需对接活动，
重点做好就业政策等内容的宣传、
讲解，吸纳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当
地脱贫人口和农村低收入人口从
事家政服务。组织开展线上“家政

服务招聘季”活动，创新供需对接
方式。

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方案提
出，实施家政服务员技能升级行动，
为家政服务员提供免费线上培训。
开展农民工家政服务技能培训，鼓
励支持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有意愿从
事家政服务的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
培训。针对养老护理、婴幼儿照料
等家政服务紧缺工种，开设一批实
用性强的培训项目。针对收纳整

理、上门烹饪、家装美化等新兴工
种，培养一批专业化的家政服务人
才。

在加强跟踪服务方面，方案提
出，重点关注脱贫人口和防止返贫
监测对象就业进展，引导其在家政
服务业实现就业。鼓励有条件的地
区发布家政服务员薪酬价位信息，
引导家政企业建立健全符合技能人
才特点的薪酬分配制度。推广使用
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样本，保障家政
消费者、服务员和企业合法权益。

在完善配套政策方面，方案提
出，督促指导家政企业依法与来
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易
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的劳动力
签订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加强
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
益保障。对农民工、下岗失业人
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从
事家政个体经营的，按规定享受
创业担保贷款、税收优惠、创业补
贴等政策。

据（新华社）

16部门推动家政兴农行动

引导家政企业优先留用脱贫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