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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红色磁场作用
红网治理”为抓手，以居
民群众需求为导向，安
镇街道逐步建立起“党
支部—网格—村（居）民
组—党员中心户”的四
级管理体系，形成了支
部建在网格、党小组建
在村（居）民组的 67 个

“磁心网格”组织架构。
融合网格员、联动员等
多元力量组成“1+1+N”
红色治理共同体，引入

“有事好商量”机制，筛
选了48人担任网格长，

引导居民进行合理诉
求、积极参与、共商共
议，打造“党建在网格、
自治在网格、服务在网
格、友邻在网格”的可持
续发展“红色网格+”共
治品牌。搭建景瑞红色
物业阵地、雅苑友邻阵
地、碧桂园“YI网直通巴
士”等前沿网格阵地，深
耕“红色网格”，撬动“多
元共治”，让“红色网格”
向民而行、为民服务，成
为 凝 聚 人 心 的“ 强 磁
场”。 （陈诞玮）

无锡安镇：“红色磁场”筑就党建新高地
今年以来，无锡市锡山区安镇街道紧密结合实际,全面展开党史学习教育，持续深化“红

色磁场”党建品牌，围绕核心阵地建设、基站强基建设、治理提效建设等不断深化“1+19+N”
党群服务体系，扩大全域党建“磁效应”，力促党建工作有新有形有实。

围绕“红色磁场 邻里空
间”定位，线下，安镇街道高标
准建设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升
级打造党性教育先锋实践阵

地，包括党史教育长廊、党性
教育课堂、庄严宣誓厅，凝聚
党员精神力量，深化党员干部
教育。线上，在“智慧安镇”

微信平台开设“微党课”“先锋
之声”等专栏，每月推送党史
学习教育、历史典故等内容，

“线上+线下”同频共振，融合
多种方式引领党员思想教育
学习。同时，在党群服务中心
增设“小蜜蜂驿站”“先锋空
间”小剧场、“乐享生活+”烘焙
室、“跟党一起读书吧”等多个
特色区域，为党员群众提供便
利舒适的学习、休闲阵地，将
服务打通至基层“最后一公
里”。

安镇街道分类打造特色
党建品牌，一方面，以19个村
（社区）“书记项目”为抓手，立
足乡村振兴、网格治理、协商
议事、便民服务等重点工作，
结合各自特色推动党建工作
整片建强。将党建品牌纳入
村（社区）党建考核，召开村
（社区）书记项目推进、总结大
会，定期开展培训，推动形成
了锦安社区“锦邻微网”、团结
村“鑫声议事会”、鑫安社区

“红色驿站”等党建品牌。巩
固落实支部结对建设，将党建

工作落到实处，累计推动各村
（社区）与机关、“两新”组织、
医院等30余家党支部结对共
建，提供就业岗位，开展进村

（社区）活动百余场、办结实事
60多例，助力企业形成“阳光
党建”“党建+人才”双轮驱动
等党建品牌。

深耕“红色网格”建设，
发挥N个党建磁场“作用力”

搭建党群载体平台，形成一个党建磁场“核心力”

强化特色品牌建设，提升19个党建磁场“驱动力”

《万分紧急！广州明日一
个不留！》《广州危急！明日戒
严封城》……今年6月，广州
疫情形势吃紧，一些标题惊悚
的信息在部分老年人群体中
快速扩散，广州增城区的不少
超市、肉菜市场突然迎来了大
量抢购物资的老年人。

这一异常情况引起警方
重视。经查，这些推文来自当
地一家“信息技术”公司，该公
司在疫情期间炮制大量带有

“封城”“戒严”噱头标题的推

文。
“这是一个制作‘标题党’

虚假推文引流变现的网络黑
产团伙。”增城公安分局网警
大队副大队长石明锐说，该团
伙发布与疫情形势完全不同
的推文，引发部分区域社会恐
慌。7月14日，警方对该公司
进行查封。据查证，该团伙自
3月份以来，在微信公众号上
推送发布“标题党”推文1300
余篇，其中谣言文章 600 多
篇，涉及国家政策、疫情防控

工作，浏览量超500万，获利
约30万元。

“标题党”引流变现的乱
象并不鲜见。广州警方打击
的另一个网络水军团伙同样
在微信公众号上炮制网络“爆
文”，发布大量涉疫谣言。参
与办案的民警说，这些公司通
过‘养号’、炮制网络‘爆文’，
赚取流量、收取广告费，用户
每点击一次，公司就能赚取几
毛钱。但他们发布的内容多
数都是不实的虚假信息。

点一下“震惊体”，他们赚走3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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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
副主任朱巍表示，网络上大量“标题
党”致力于打造“爆文”，不惜编造虚
假信息甚至谣言，是一种典型的网
络空间失序乱象。

当前，国家加大了对虚假流量
等网络空间失序乱象的治理力度。
国家网信办今年1月发布新修订的
《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
理规定》，重点强调打击虚假信息、
虚假流量等违法违规行为。

受访专家建议，一方面公安机
关要坚决对编造虚假信息、非法引
流推广等网络违法犯罪活动依法严
厉惩治；另一方面，要加强行业共同
治理。此前，工信部已要求对移动
App端开屏弹窗、电脑PC端弹窗
中广告“关不掉”“乱跳转”进行整
治，专家建议继续关注次级网页“关
闭难”的现象，为用户提供清晰、有
效、显著的信息关闭选项，不得采用
虚假或过小关闭按钮误导用户。

此外，受访人士呼吁“重视老年
人用网安全”。在子女多陪伴、引导
的同时，朱巍建议手机操作系统、社
交和资讯App等可研发适合老年
人的“干净模式”，通过技术模型自
动过滤不实信息，不断挤压“标题
党”虚假流量空间。

（新华社）

挂着“信息科技”的招牌，
却干着虚假流量的生意。门
道在哪里？

其一，抓眼球——抓时事
热点，寻找非官方渠道发布的

“网文”，复制后加上夸张的字
眼，配以标题和图片，甚至“造
谣不怕事大”。有时甚至只制
作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内文
就是一张写满“中国人看完都
转发”等口号性标语的图片。

其二，善伪装——记者注
意到，为增强迷惑性，这些推

文善于假冒权威来源，比如
标题图画面等常盗用、剪辑
权威媒体的素材。除此之
外，为链接广告引流盈利，公
司专门研究老年人的阅读偏
好，经常推送股票、健康养生
类、心灵鸡汤类内容以增强
阅读粘性，吸引老年人点击
转发。

其三，设暗门——“返回”
变“跳转”，广告页面难以关
掉。石明锐说，这些推文不仅
自动植入广告，还暗藏机关，

“页面右上角‘<’、‘X’符号看
似是返回键、关闭键，其实被
动了手脚，成为跳转键，一按
就进入广告页面。”

据介绍，这些广告多为投
资理财、健康养生品，内容真
假难以保证。广告公司在后
台对文章引流量进行结算，一
个点击3毛钱。为了增加点
击量，团伙成员每人都拥有多
部手机24小时在线，养着多
个微信号和拥有多个聊天群，
每个群都有几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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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 流量变现有“秘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