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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自由行热度不断上涨，为了“玩得好”
“省钱”“有效避坑”，攻略帖成为游客们尤其是年轻
群体出行的必备参考。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多个网
络平台攻略帖不仅没能帮助游客“避坑”，还在制造
新的“坑”，包括诱导破坏景区规定、报假警扰乱社会
秩序、挤占公共资源等。

专家表示，网友模仿这些网帖行为，报假警或者
其他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可能会触犯治安管理处
罚法。网络平台应当加强对公众账号内容的巡查监
管，对于诱导违法违规内容要及时采取断链、禁言、
限制账号等措施。

《互联网用户公众账
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明
确，公众账号信息服务平
台应当对违反本规定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公众账号，
依法依约采取警示提醒、
限制账号功能、暂停信息
更新、停止广告发布、关闭
注销账号、列入黑名单、禁
止重新注册等处置措施，
保存有关记录，并及时向
网信等有关主管部门报
告。

今年 7 月，中央网信
办《关于加强“自媒体”管
理的通知》也明确指出，网
站平台应当要求“自媒体”
对其发布转载的信息真实
性负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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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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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发现，在多个网
络平台的内容规则中也明
确，禁止发布涉及不良导
向等违规行为。尽管如
此，但问题网帖依然存在。

赵精武表示，相关平
台要担起监管职责，尤其
要加强内容审核和后期巡
查。他认为，应当采用“人
工审核+机器自动化审
核”的方式提升网络信息
内容的审核效率。例如，
在用户注册账号和发布信
息时以弹窗等形式提醒用
户注意信息内容的合法
性；平台在首页进行法治
意识的宣传教育；对已经
发布的违法信息内容，特
别是显著位置的违法信
息，及时采取删帖、屏蔽、
封号等处理措施；严格落
实网络实名制，针对频繁
更换账号“马甲”的违法用
户，禁止其注册账号，存在
违法犯罪行为的，及时向
监管部门举报和提供犯罪
线索。

“也要加强惩处措施
和打击力度，对于屡教不
改的账号应给予更加严厉
的惩处。同时要进一步畅
通网民举报制度，鼓励广
大网民参与监督，共同维
护良好网络生态。”张鑫玲
建议。

“好心”网帖如此“安利”，却鲜少提示其中
暗含的风险隐患，而“照着做”的网友遭遇生命
财产安全威胁，随意模拟这些行为还可能触法。

“这些所谓的小众旅游攻略帖，所指向的大
多是尚未开放、人迹罕至的野生景点。这些景
点或许景色不错，但是缺乏开发管理、出现突发
事件难觅救援。还有些看似‘小众’‘新奇’的玩
法实则是钻规则的空子，风险很高。”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表示。

“景区逃票、谎报病情占用急诊室、谎报警
情使用警车等行为可能破坏公共景区管理秩
序、扰乱医疗场所正常医疗活动、挤占公共资
源。”浙江省桐庐县检察院检察官张鑫玲表示，
如果网友模仿这些网帖行为，可能会触犯治安
管理处罚法。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散
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
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
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
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另外，视网友的主观目的以及行为后果，
也可能构成刑法规定的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
序、交通秩序罪和寻衅滋事罪。”赵精武补充说。

赵精武认为，此类“毒”攻略帖之所以层出
不穷，一方面是由于博主恶意营销，吸引眼球，
另一方面也是其心存侥幸，法治意识淡薄，认为
仅是提供攻略，没有直接实施相关行为，不用承
担任何法律责任。

“如果账号、自媒体博主等发帖人存在教唆
他人从事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的目的，有可能根
据实行行为的法律性质，构成教唆犯。”赵精武
表示。

我国网络安全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任何
个人和组织使用网络应当遵守宪法法律，遵守
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危害网络安全。

张鑫玲提醒，诱导不当行为，相关账号、自
媒体博主可能会被封禁账号、纳入黑名单、禁言
等，甚至会面临民事诉讼。

今年 10月中旬，正在读
研二的某传媒专业学生小露
（化名）计划和爸妈一起自驾
到某湿地景区游玩，出行前
她认真在各类网络平台查找
旅游攻略。虽然有不少网帖
劝退、避雷该景区，“坐半天
车就只能看到一个全景，票
还老贵”，但仍有人推荐，“有
一个免费看湿地的地方，在
第四生产队，里面比较原始，
基本没人，很治愈”。参考多
篇旅游攻略帖的建议后，小
露决定规避上述正规湿地景
区，去“更美更小众”的野湿
地。

然而，当小露一家开车
进入这个推荐点位后，先是
遭遇导航失灵，进入乡村未
知道路。“到了导航点位不要
左转，要右转然后再往里面
开就能看到湿地了”“有栅栏
围着，就找缺口进去，不用理
居民”，攻略帖继续指引其前
行。

没开 5 分钟，车胎又开
始打滑，由于刚刚下过雨，小
露驾驶的越野车陷入了湿地
泥泞的土壤中，“怎么踩油门
都没用，车也不走，倒退也退
不出去。”小露说起这段经
历，仍然十分无奈。“我当时
觉得完蛋了，只能打救援电
话。”紧跟其后又来了两辆
车，同样是被“种草帖”吸引
而来的游客。最终一名经验
丰富的司机帮助小露的车驶
离泥坑。

“原本种草的小众风景
点却变成了坑。”小露无奈地
表示，有些攻略帖不能全信。

王鑫（化名）也被攻略帖
“坑”过。国庆期间，他和同
事一起去甘南藏族自治州自
驾游，第二天准备前往当地
著名的阿万仓湿地公园。一
攻略帖提示：“这个景区 18
点之后就没人了，可以先在
景区外面看落日，然后等景
区工作人员下班后从旁边小
路进去，省门票钱。”王鑫决
定试一试。当天 18点 30分
到达山顶后，他发现景区确
实没人，正准备翻进去的时
候，被景区工作人员发现，

“裤子还被栏杆刮坏了，真是
丢脸。”王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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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的攻略帖还有
许多，据记者调查发现，还有大量
旅游经验攻略帖暗藏人身安全隐患，
有的攻略帖甚至诱导网民破坏公共规
则、挤占公共资源、扰乱社会秩序。

近年来，青海、甘肃、新疆等多地景
区频繁出现的野生动物土拨鼠备受网
友欢迎。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
机构曾多次发文指出不要和土拨鼠“亲
密接触”，并表示“土拨鼠是传播鼠疫的
主要宿主之一，其携带的菌株是我们国
家已发现的菌株中致病力最强、最容易
导致死亡的菌株”。

然而，当记者在网络平台搜索“土
拨鼠”关键词时，多位博主晒出照片和
网帖推荐网友在景区“rua土拨鼠”“油
光水滑，手感很好”“带士力架更会受到
鼠鼠青睐哦”。

2023年10月9日，据四姑娘山景区
微信公众号，两名游客进入四姑娘山长
坪沟景区后，无视标识标牌提示以及工
作人员的劝阻，坚持在景区内进行徒步
穿越活动，晚间出现失温、高反、迷路等
情况，后被救援人员救下。最终，两人
被终身禁止进入四姑娘山景区。

四姑娘山地势险要，温度变化大，
高海拔地区还有缺氧和高反的危险，徒
步穿越四姑娘山有较高的危险系数。
然而，记者在网络平台搜索“四姑娘山”

“小众”等关键词后发现，仍旧有多篇网
帖推荐四姑娘山长坪沟“小众徒步穿越
线路”。这些网帖的推荐语称，“这是一
条还未进行商业开发的户外登山线路，
风景绝美”。多名网友还在帖子下提
问，“铁门过了还要徒步吗”“要带水
吗”。有网友提示，“这是未开发线路，
第一次来的网友最好还是去正规景区
游玩”。

针对旅游期间住宿、交通紧张等问
题，在“打不到车怎么办”等关键词下弹
出的网帖称，“打不到车可以找警车，就
说你身上没有钱没法回家”“正在警车
上，半夜打不到车果断报警，果然有困
难找警察”……

10月 10日，据媒体报道，某旅游博
主发帖称省旅游住宿钱可以住医院急
诊室，“30元就能住一晚，还有护士看管
行李”。帖文一出备受争议，有网友质
疑其诱导公众挤占公共资源。

挂个急诊
病床当酒店床

巡逻员下班后
溜进景区

土拨鼠
可用手摸

啊！
我有毒！

啊！
被发现了！

啊！
我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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