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镇时间”开启
“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发展论坛”23日在

浙江乌镇开幕，聚焦数字赋能、共创未来，携手构

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本次论坛围绕疫情科学防控、助推数字经济

与科技创新、助力复工复产等主题，邀请来自国内

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互联网领域领军企业的重

要嘉宾，开展富有全局性、前瞻性的思想交流，回

应国内外普遍关切，引领数字技术创新趋势。据

悉，共有来自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名代表

参会。

此次论坛将持续至11月24日，同期还将举

办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互联网之光”

博览会、“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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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宗昊

本报讯 11月23日下午，浙江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听取省政府关于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

机制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我省的这项工作

取得积极成效。

今年以来，省委政法委统筹协调组织建设县级社会

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以下简称“县级矛调中心”），

按照建设平安浙江、法治浙江的总体决策部署，统筹谋

划推进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最多跑一地”改革，探

索构建县域社会治理新模式，着力将矛调中心建成集信

访和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社会治理事件处置、社会风险

研判等三大平台为一体的现代社会治理共同体。

报告明确，我省强化机制，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

机制挺在前面，加强人民调解等衔接联动和检调对接，

尽可能把矛盾纠纷化解在成诉、成访之前。截至今年三

季度末，全省县级矛调中心共接待群众近101.1万人次，

化解矛盾纠纷27.3万余件，化解成功率达99.2%；诉前

纠纷化解率29.7%，同比上升7.8%。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才能少跑。我省强化数据赋

能，将“浙江省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协同应用系统”

建设列入2020年度政府数字化转型重点项目，推进数据

共享和业务协同，推动异地纠纷在线调解，让群众通过

视频连接进行证据展示、在线调解，并对调解协议在线

确认签字，真正实现“一次也不跑”。

报告显示，我省以加快打造县级矛调中心为契机，

进一步推进“基层治理四平台”“全科网格”建设规范提

升，努力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

交”。利用县级矛调中心指挥体系完整、调度功能较强的

优势，及时感知、快速响应，今年疫情期间，县级矛调

中心线上受理各类涉疫事项193.9万件次，日均处理3.1

万件次。

此外，报告指出了县级矛调中心功能定位还不够准

确、力量下沉还不够到位、信息系统还不够集成等问

题，并提出在今后的工作中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

解决。

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改革成效明显

今年前三季度
县级矛调中心已化解矛盾纠纷27.3万余件

新华社 许舜达 高亢

《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和《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20》蓝皮书23日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发展论坛”上

发布。报告指出，过去一年里，中国出台了一系列网络空间的

法律制度，网

信执法、网络

司法、网信普

法等工作积

极推进，网络

生态治理成

效显著。

报告显示，中国将个人信息保护作为网络法治的重

点，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积极推

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重要基础性立

法。同时，中国加强网络空间新兴和重点领域立法，制定

《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推进《未成年人

网络保护条例》等立法进程。其中，《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

理规定》公布实施，第一次将“网络信息内容生态”作为网

络空间治理的目标。

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院长夏学平表示，世界互联网未

来发展方向不确定性在增加。“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网

上虚假信息与恶意信息大量增长，数据和个人隐私安全令

人担忧。”

对此，中国发布了《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

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强化个人信息收集

和使用等各环节的规范管理。针对疫情期间在线教育网

站存在大量不良信息和行为，中国开展了2020“清朗”未

成年人暑期网络环境专项整治，为未成年人营造健康的上

网环境。

报告指出，加强网络内容治理已成为全球共识。越来

越多的国家开始采用立法、技术等手段强化社交平台内容

监管，维护良好网络生态。

据了解，蓝皮书由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编撰，北京邮

电大学、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共同参

与，蓝皮书主要聚焦过去一年来世界和中国互联网发展情

况，汇聚国内外相关领域

最新研究成果和生动案

例，为全球互联网发展和

治理提供了理论思考和经

验分享。

互联网发展论坛发布蓝皮书

中国加快网络空间法治建设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