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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获悉，2022年上
半年，各地“扫黄打非”部门保持对违法犯罪活动高
压态势，通过查办案件推动“净网”“护苗”专项行动
深入开展。全国查处各类“扫黄打非”案件 5200 余
起，其中刑事案件 850余起。

全国“扫黄打非”办20日公布一批典型案件——

涉网络传“黄”贩“黄”类案件：

江 苏 盐 城“Huluwa 平 台 ”传 播 淫 秽 物 品 牟 利
案。今年 2 月，盐城市建湖县公安局破获一起传播
淫秽物品牟利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61 名，其中包括
网络淫秽表演主播 21 人，扣押违法所得 1000 余万
元。经查，2020 年 1 月以来，该犯罪团伙运营“葫芦
娃”等淫秽视频平台，聚合“Huluwa”“肥猫影视”等 5
个子平台，涉案金额 1.2亿元。

安徽铜陵“1·26”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今年 2
月，铜陵市公安局铜官分局破获一起传播淫秽物品
牟利案，查获存放淫秽视频的 U 盘 1300 余个、淫秽
视频 10万余部。经查，2021年 10月以来，犯罪嫌疑
人邬某购买 VPN 在境外淫秽色情网站下载淫秽视
频 5万余部，与同伙将其存储于U盘内，通过电商平
台网店以售卖 U 盘名义非法牟利，累计出售淫秽视
频 51万余部，非法获利 15万余元。

浙江金华“2·12”传播淫秽物品、侵犯著作权
案。今年 2 月，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查获一起传
播淫秽物品和侵犯著作权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10
名。经查，2018年以来，以杜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
租赁境外服务器搭建“天空”等 5 个盗版影视资源
站、“花椒”“桃色”等 10 个色情影视资源站，为下游
4000余个非法影视网站提供资源，通过在视频中植
入境外赌博网站广告牟利。涉案资源网站存储盗
版影视剧视频 6万余部、淫秽视频 9万余部，总容量
2200TB。

湖北襄阳司某某等人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今
年 2 月，襄阳市南漳县公安局破获一起传播淫秽物
品牟利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3 名，扣押涉案电脑 10
台、手机 6 部，冻结涉案资金 100 余万元。经查，
2021年 11月以来，司某某等人搭建“XX服务站”，以
出售网络游戏虚拟商品的方式为 11 个淫秽游戏网
站提供代收费服务，涉案金额 2100 余万元，非法获
利 130余万元。

涉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类案件：

浙江台州涉未成年人网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
案。今年 3 月，台州市温岭公安机关查获一起涉未
成年人通过网络平台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经查，
今年 2月以来，犯罪嫌疑人梁某某等人从谭某某、项
某某处大量购买淫秽视频，进而销售给王某某、颜
某某等。王某某等人再通过网络社交平台进行销
售传播，主要售卖对象为未成年人，涉及淫秽视频
2000余部，涉案金额 10万余元。

广东东莞吴某某等人涉嫌侵犯著作权案。今年
上半年，东莞市“扫黄打非”部门查处一起制售盗版
外文童书案。经查，2020 年以来，吴某某等人未经
著作权人许可，非法将一些进口儿童培训教材扫描
为电子版，委托印刷厂印制，通过网络平台销售牟
利 1000万余元。

北京某漫画App提供宣扬禁止性内容案。今年
3 月，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执法人员在执
法巡查中发现，某网络科技公司运营的“漫画”App
首页画面低俗，涉嫌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经查，该
漫画 App 于今年 1 月上线，提供的 18 部漫画作品中
均含有宣扬淫秽色情的内容，并通过广告进行牟
利。

江西上饶某公司违规提供未成年人网游服务
案。今年 1 月底，上饶市文化综合执法支队对某网
络公司违规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案作出
处罚，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对该公司及主管人
员分别罚款 10万元、1万元。经查，该公司运营网络
游戏时，未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游戏设置相应的
消费管理功能，运营期间共有多名未成年人注册，
其中有一名 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充值。执法部门
责令该公司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进行行政立案查
处。

福建福州某网络游戏未要求未成年人以真实
身份信息注册案。今年 4 月，根据巡查发现线索，
福州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查处某游戏网站提
供网络游戏服务未要求未成年人以真实身份信息
注册案件，给予当事人警告、罚款 10 万元的行政处
罚。经查，吴某某开设某款网络游戏网站，向公众
提供游戏客户端，并接受用户充值，游戏登录、注
册均无需使用身份证信息实名注册即可游玩并任
意充值。上述行为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规
定。

天津某公司未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游戏服务
设置相应时间管理功能案。今年 3 月，天津市文化
市场行政执法总队依法对涉案公司和主管人员分
别罚款 10 万元、1 万元，并对其进行警告，没收违法
所得。经查，该公司运营网站提供某款网络游戏服
务，未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游戏服务设置相应时
间管理功能，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规定。

全国“扫黄打非”办
通报“净网”“护苗”

行动典型案件

走进位于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
开发区（头屯河区）的西大门保税直购
中心，来自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箱包、化妆品、零食等千余种跨境进口
商品让人应接不暇。市民于佳佳正准
备扫码在小程序上下单，“免税叠加促
销优惠，非常划算，手机下单第二天就
能配送到家。”

和于佳佳一样，如今“云购物”已
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消费选择。今年
上 半 年 ，全 国 网 上 零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3.1%。2021年我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
额突破 10 万亿元，规模居世界第一。

“云购物”深刻改变中国百姓日常生活
的同时，也折射出消费的新特点新变
化。

今年“618”期间，苏宁易购智能家
居类商品销量同比增长 108%，除菌空
调销量同比增长 176%，空气净化器销
量同比上涨 163%；在京东平台，到家
服务受到消费者青睐，家政保洁类到
家服务成交额同比增长 188%⋯⋯

从电商平台数据不难看出，品质

消费、服务消费等升级类消费需求增
长较快。与此同时，绿色、低碳、健康、
安全等新消费理念也越来越深入人
心。

“从中长期看，随着经济发展和居
民收入稳步增长，消费向品质型、多样
化升级趋势不会改变，消费潜力足、韧
性强的特点没有改变，消费对经济循
环的牵引带动作用将进一步增强。”中
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蕴说。

伴随消费升级步伐，如今中国消
费者的购物车既装着全球好物，也不
乏国货优品。

“这几年国货的时尚感和功能细
节越做越好，性价比很高，现在我网购
都会优先考虑国产品牌。”“90 后”消
费者小刘对记者说。

抖音电商数据显示，2021 年 4 月
至 2022 年 3 月，抖音电商平台国货品
牌商品数量同比增长 508%；爆款榜
中，国货品牌数量占比 92%，国货商品
数量占比 93%。越来越多国货品牌通
过持续创新强势“逆袭”，迎来快速增

长。
“‘90 后’‘95 后’年轻人群成为新

的消费主力，他们更愿意为个性、兴
趣、文化 IP 买单，对国货国潮有很高
的消费热情。”抖音电商相关负责人
说，未来平台将继续加大对国货品牌
尤其是中小商家扶持力度，带动更多
国货“出圈”。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
长 5.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
为 25.9%。网上购物火热的同时，更
多实体商业也纷纷触网上“云”，线上
线下消费融合脚步加快。

“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零售
业‘万物到家’进程。”化妆品零售商丝
芙兰相关负责人说，入驻美团零售平
台带动全国门店销量持续增长，今年

“618”期间，丝芙兰在美团单日订单额
环比增长超 6倍。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裴亮表
示，从传统电商到社交电商再到即时
零售、同城零售，零售行业已经走向线

上线下联动的全渠道发展，线上线下
资源的整合，将产生“1+1>2”的效果。

近年来，随着县域商贸布局不断
优化、流通设施日渐完善，县乡消费市
场供给更加丰富，下沉市场消费潜力
正在加速释放。

依托遍布全国县镇的超 11000 家
门店，苏宁易购零售云上半年数据显
示，县镇市场升级类家电十分走俏，万
元 以 上 家 电 产 品 销 量 同 比 增 长 超 5
成，集成灶、烘干机、空气炸锅等家电
消费同比增长 81%、129%、305%。

培育壮大下沉市场，无疑将成为
进一步挖掘消费潜力的新空间。

“我国乡镇和村两级消费市场占
全国总体消费市场的 38%。”商务部新
闻发言人束珏婷表示，将会同有关部
门继续加大工作力度，加快补齐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鼓励日用消费
品、家电、家居等品牌企业下沉供应
链，提供直供直销、集中采购、共同配
送等服务，增加优质供给，推动城乡居
民共享品质消费。

“云购物”数据里的消费新变化

平均海拔 5000 多米的西藏自治
区双湖县，40 多年前因牧民迁徙于此
而设。

如今，随着高海拔生态搬迁，双湖
县牧民又将在新家园开启新生活。

告别苦寒：
幸福路上一个都不少

藏北的夏天依然寒风萧萧，双湖
县多玛乡仲鲁玛村却一派热闹景象。

7 月 12 日，一辆辆大货车开进村
庄，人们互帮互助，收拾行囊，搬运家
具。满满的记忆，随着大货车，缓缓驶
向约 700 公里外的山南市贡嘎县森布
日村。

那里是牧民们的新家园。
货车上，属于嘎玛家的只有桌子、

床等几件物品。“屋里的家具、家电都
太旧了，到了新家打算买新的。”70 岁
的嘎玛说。

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的 40％，每
年 8级以上大风天气多达 200天，最低
气 温 零 下 40 摄 氏 度 ⋯⋯ 平 均 海 拔
5000多米的双湖县，被称为“人类生理
极限试验场”。

在 2019年开展首批北部 3个乡镇
高海拔生态搬迁的基础上，今年 7月，
西藏实施双湖县第二批高海拔牧民生
态搬迁，南部 4 个乡镇的牧民告别苦
寒高远的藏北，前往新家。

“除了准备搬迁，我们还在忙着放
牧、挤奶。”嘎玛说。放牧点的帐篷内，
老人生好炉子、煮好酥油茶，等待年轻
人放牧归来。

7月的羌塘草原，天气善变难以捉
摸。前一刻阳光明媚，转瞬间乌云压
境，豆大的雨点伴随着狂风而来。

傍晚，男人们放牧归来，羊群被赶
到围栏边，嘎玛的外孙女石秀措姆加
入了挤奶的队伍。

22岁的石秀措姆后悔小时候没上
过学，现今连手机输入法都不会用。
搬迁后，她的儿子曲扎加措可以在新
家附近免费上幼儿园，设施条件比双
湖幼儿园好很多。

“希望他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将来
考上大学。”她说。

因这次搬迁正好赶上牧忙，石秀
措姆的丈夫西热加措格外忙碌。

搬迁前一天的傍晚，西热加措从
100 多公里外的牧场赶回家中。“这次
我先去把新家安置好，等牧忙结束，全
家人再搬过去。”

去年冬天，西热加措到拉萨参加
了 挖 掘 机 驾 驶 培 训 ，计 划 搬 迁 后 在
新家附近找一份工作。“等孩子上幼
儿园后，我打算去参加厨师培训，然
后开一家甜茶馆。”石秀措姆说。

和西热加措家一样，对于未来，不

少牧民都有自己全新的计划。他们都
在追逐幸福的路上不懈前行。

抉择迁徙：
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

迁徙，连着生活，也承载命运。
79 岁的白玛老人对此深有体会。

他是 40多年前建设双湖的开拓者。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人口增加，

牛羊增多，藏北草原草畜矛盾越来越
严重，白玛所在的申扎县尤为突出。

1976年初，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
正式决定开发无人区。

时任申扎县卡俄措村村主任的白
玛，带领全村人开始寻找新家园。一场
寻求生存空间的迁徙由此拉开序幕。

牧民对北部无人区知之甚少，迁
徙之旅异常艰辛。赶着牛羊，只能靠
天上的月亮和星辰前进。经过 1 个多
月跋涉，他们终于在无人区找到了新
家，建立了嘎措乡。

2012年，国务院批复成立双湖县，
为我国海拔最高的县，总面积近 12 万
平方公里。国家先后投资数十亿元帮
助双湖县修通了公路，县城所在地接
入国家电网主网⋯⋯2019 年底，双湖
县实现脱贫摘帽。

然而，在双湖，群众健康长期受高
海拔、恶劣气候影响，高原性风湿病、

痛风、心脏病多发。上学难、看病难、
出行难也始终困扰着当地群众。

此外，双湖县域一半以上的面积
在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保护区
内生活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 10
万多只、野牦牛 2万多头。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人畜和野生
动物矛盾日益凸显，双湖草场开始出
现退化。

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让牧
民群众过上更高质量的生活，2018年，
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决定实施极高
海拔地区生态搬迁。

抉择，再一次摆在双湖牧民的眼
前。海拔低，对身体好；离城近，看病
方便；孩子们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双湖
的草场不能持续放牧。

双湖县委书记杨文升说，搬迁既
为人，也为生态，高海拔生态搬迁是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绿
色发展理念的实践。

搬迁一代人，幸福几辈子。
多玛乡果根擦曲村怀孕 8 个月的

次仁央金说，在低海拔地区生孩子更
安全，“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搬迁是为了今后的好生活，应该
看长远。”19 日，天还未亮，西热加措
登上了搬迁的车辆。

逐梦雅江：
新家园 新生活

夕阳在雅鲁藏布江面映射出金黄
色的波光，森布日迎来了千里之外的
新一批牧民。

19日 20时许，经过 12个小时的长
途 跋 涉 后 ，18 辆 客 车 缓 缓 驶 入 森 布
日，300多名多玛乡群众抵达新家园。

一阵阵激昂的藏戏鼓声、一声声
“欢迎到家”的美好祝福，当地群众手
举象征五谷丰登的“切玛盒”，逐一献
上哈达，迎接新邻居。

欢迎人群中不少人都是 2019 年
从双湖搬迁至此的，他们热情地欢迎
老朋友、新邻居。

走进新房，放下行囊，人们纷纷脱
下厚藏袍，整理新家。

森布日安置点海拔约 3600 米，距

离拉萨市区 60 余公里，临近机场、铁
路、高速公路，周边医院、学校、市场一
应俱全。

在这里，西热加措一家五口分到
了 110 多平方米的新房。进屋后，西
热加措打开厨房的水龙头试了试，又
打开每个房间的灯，随后走上二楼，凭
栏远眺。

相 比 于 西 热 加 措 的 幸 福“ 初 体
验”，2019 年首批搬迁到这里的 58 岁
的尼玛杰布，早已对搬迁的好处深有
体会。

搬迁前，他的孙子孙女需要到 70
公里外的双湖县完全小学求学，放寒
暑假才回家。“现在孩子们在森布日上
学，不仅周末能回家，也不用再忍受顶
风冒雪的苦。”尼玛杰布说。

同样是 2019 年首批搬迁到这里
的强巴措尼感慨：“我是家里唯一的劳
力，以前风湿病一犯，根本下不了床。
到了这边，病情好了很多。”

搬迁带来的改变不止于此。
——2021年双湖县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 1.36 万元，比 2019 年增加了近
30%；

——安置点学校控辍保学率达到
100%，送教上门完成率达到 100%；

—— 安 置 点 实 现 长 期 就 业 426
人、短期就业 2655 人次，引导群众自
主创业 300余人；

尼玛杰布就是搬迁受益者之一。
2021年初，他贷款 30万元购买工程机
械，让儿子在附近工地找活。“搬迁点很
多配套设施都在建设中，机会比较多，
去年光靠机械收入就有80多万元。”

作为曾经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西藏巩固和拓展脱贫攻
坚的成果任务依然繁重。

搬迁群众如何能“搬得出、稳得
住、能致富”？森布日安置点还规划设
计了矮化苹果基地、现代牧场等产业，
帮助搬迁牧民在新家园找到工作。部
分劳动力则继续留在双湖的畜牧业合
作社从事生产，确保群众增收致富“不
断档”。

盛夏时节，雅江奔腾。更多的双
湖人将在新家园开启新未来。

通往幸福的迁徙
——全国海拔最高县西藏双湖县生态搬迁记

这是西藏那曲市双湖县县城（无人机照片）。

在森布日安置点，西藏山南市贡嘎县的群众欢迎远道而来的搬迁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