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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共黑龙江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提出。

本文件由××××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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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网络媒体新闻信息发布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网络媒体发布新闻信息的基本要求、审核规范、发布流程、安全保障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区域性网络媒体日常新闻信息发布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区域性网络媒体

特定的属地管辖范围内，通过互联网站、应用程序、论坛、博客、微博客、微信公众账号、即时通

信工具、网络直播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新闻单

位（含新闻单位控股的单位）或新闻宣传部门主管的单位。

3.2

新闻信息

新近发生的为公众所关注的具有新闻价值的社会信息。

注：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社会公共事务的报道、评论，以及有关社会突发事件的报道、评

论。

3.3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

通过互联网向网上用户提供新闻信息的服务活动，包括采编发布服务、转载服务、传播平台服务。

采编发布服务，是指对新闻信息进行采集、编辑、制作并发布的服务；转载服务，是指选择、编辑并发

布其他主体已发布新闻信息的服务；传播平台服务，是指为用户传播新闻信息提供平台的服务。

3.4

新闻信息发布

由负责新闻信息发布的媒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上级主管部门规定的程序，利用现有发布渠道，

将新闻信息公之于众的过程。

4 基本要求

4.1 网络媒体应严格执行《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坚持为人民服

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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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切实做到“谁管理、谁负责”“谁发布、谁审核、谁负责”的原则。不得发布未经审核的新闻信

息，新闻信息中不应包含违法及不良新闻信息。

5 审核规范

5.1 审核基本要求

审核的稿件、专题、网站、网页中包含的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所有内容必须坚持政治观点、

立场、导向正确，符合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和新闻纪律的要求。不得传播发布违法、违规信息，防

范和抵制传播不良信息。

违法、违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

——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

名、肖像、名誉、荣誉的；

——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或者煽动实施恐怖活动、极端主义活动的；

——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

——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

——散布谣言，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

——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

——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名誉、隐私和其他合法权益的；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

不良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使用夸张标题，内容与标题严重不符的；

——炒作绯闻、丑闻、劣迹等的；

——不当评述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等灾难的；

——带有性暗示、性挑逗等易使人产生性联想的；

——展现血腥、惊悚、残忍等致人身心不适的；

——煽动人群歧视、地域歧视等的；

——宣扬低俗、庸俗、媚俗内容的；

——可能引发未成年人模仿不安全行为和违反社会公德行为、诱导未成年人不良嗜好等的；

——其他对网络生态造成不良影响的内容。

5.2 审核新闻内容要素

审核新闻内容要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新闻性：新闻稿件应当具备新闻价值，包括时效性、公众关注度和意义等方面。在新闻价值的

判断和选择中格外注重重要性，注重新闻事实所具有的政治与社会意义。

——真实性：新闻稿件内容应真实可信，不得有虚假、失实、夸大等情况。

——准确性：新闻稿件应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包括数据、名字、事件过程等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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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正性：新闻稿件应尽量偏离个人或者团体的立场，客观公正地报道事件或情况。



DB23/T XXXX—XXXX

3

——逻辑性：新闻稿件应具备逻辑清晰的组织结构，内容应能够合理连接、表达流畅。

——叙事表达：新闻信息应使用简洁明了、通俗易懂的语言，避免夸张、冗长等语气或形式。

——遵守道德规范：新闻内容必须符合社会公德，尊重道德和文化传统，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

他人合法权益，尊重个人隐私、尊严，避免谩骂、歧视等不当言辞。

——版权合规：新闻稿件内容不能侵犯他人的著作权、肖像权等合法权益。

5.3 文字类新闻信息内容审核要素

文字类新闻信息内容审核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素：

——审核文字类新闻信息内基本要素，主要包括人名、地名、单位名称、衔职、组织机构名称、时

间、地点、统计数据、计量单位等新闻要素是否真实、准确。

——审核消息来源、对新闻事件性质的认定是否有出处。

——审核语言文字、词语、词法、句法、标点符号、技术词汇、行话术语、翻译、简写、缩写是否

使用规范。

——严格杜绝出现政治性差错，避免出现事实性差错和技术性差错。政治性差错，指导向性的或与

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一致甚至相违背的错误观点和提法，或关键词句处理不当，出现错别字、

掉漏字、多字等造成的严重差错；事实性差错，指新闻内容与事情的真实情形相悖；技术性差错，包括

题文不一、电头错、标点错，以及掉字、掉段、多字、错别字等。

5.4 图片及视频类新闻信息内容审核要素

图片及视频类新闻信息内容审核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素：

——审核图片及视频类新闻信息内基本要素，主要包括图片及视频情节、画面、台词、歌曲、音效、

人物、字幕和背景画面中的文字、图片等信息等是否符合发布要求。审核时应完整审看包括片头、片尾

在内的全部内容，不得遗漏。

——审核视频画面中是否涉及重要人物形象、特定符号使用、特定职业及群体、特定历史时期服装

道具，是否涉及重大革命和重大历史题材等，严格把关并遵照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审核视频名称、台词、字幕、配音等是否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音画是否同步；画面、

文字与声音表达思想是否统一；同期声表达是否准确；整个视频中的音量是否一致；背景画面中的文字

(包括外文)、LOGO、标识等是否有误等。

6 发布流程

6.1 新闻信息发布分类

6.1.1 新闻信息发布分为一般性内容发布流程和重要突发内容发布流程。

6.1.2 一般性内容审核流程，必须严格执行三审制，相关负责人要对稿件内容进行严格审核，确保发

布内容安全；重要突发内容由三审报媒体领导终审。

6.2 一般性内容发布

6.2.1 分类

一般性内容分为采编类内容、转发类内容。

6.2.2 采编类内容发布流程

6.2.2.1 采编类内容发布流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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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采编类内容发布流程

6.2.2.2 新闻来源。采编类内容实行报题制，由发布单位记者报题，未通过的采访题目不予发布。记

者按规定采写完成新闻信息，并通过规定渠道提交审核。

6.2.2.3 审核流程。一审责任人对记者提交的新闻信息进行审核，审核通过，提交至二审；审核不通

过，提出审核意见并驳回至记者。二审责任人对一审提交的新闻信息进行审核，审核通过，提交至三审；

审核不通过，提出审核意见并驳回至一审。三审责任人对二审提交的新闻信息进行审核，对审核通过的

新闻信息进行签发；审核不通过，提出审核意见并驳回至二审。

6.2.2.4 信息发布。三审人员签发通过审核的新闻信息。

6.2.3 转载类内容发布流程

6.2.3.1 转载类内容发布流程见图 2。



DB23/T XXXX—XXXX

5

图 2 转载类内容发布流程

6.2.3.2 新闻来源。转载新闻信息，不得采用非正规新闻网站文章、评论、音视频、图片等内容，应

当转载中央新闻单位或省、自治区、直辖市直属新闻单位等国家规定范围内的单位发布的新闻信息，且

改发信息时需注明新闻信息来源、原作者、原标题、编辑真实姓名等，不得歪曲、篡改标题原意和新闻

信息内容，并保证新闻信息来源可追溯。

6.2.3.3 审核流程。转载类内容审核流程同采编类。重要内容由三审报媒体领导终审。

6.2.3.4 信息发布。终审人员签发通过审核的新闻信息。

6.3 重要突发内容发布

6.3.1 重要突发内容分类

6.3.1.1 重要新闻指重大时政新闻和重大社会事件新闻。

注：包括有关重大会议的新闻；有关国家重要政策、法规的新闻；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人活动、重要人事任免的新闻；

有关祖国统一问题、领土问题、主权问题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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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2 突发事件新闻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事件的新闻。

注：包括突发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

6.3.2 重要突发内容流程

6.3.2.1 重要新闻发布流程见图 3。

6.3.2.2 突发事件新闻发布流程见图 4。

图 3 重要新闻发布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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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突发事件新闻发布流程图

6.3.2.3 新闻来源。重要新闻严控稿件来源，必须采用央级主要媒体原发稿件。突发事件新闻采用权

威信息，不得采用自媒体内容，采访内容须与事件发生属地宣传部门核准，且未批准不擅自进行图文、

视频直播。

6.3.2.4 审核流程。重要突发内容实行四级审核制度，即在完成一般性稿件审核流程后，报媒体领导

审定后方可发布。

6.3.2.5 信息发布。终审人员签发通过审核的新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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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全保障管理

7.1 违法、违规及不良信息发现应急处置

7.1.1 违法、违规信息及不良信息处置工作应坚持及时预警、协作配合、精准研判、快速处理，确保

在最短时间内处置的原则。

7.1.2 网络媒体应建立值班值守制度，网络媒体值班人员负责随时密切监看信息内容，确保新闻信息

更新及时、内容准确权威，发现违法、违规及不良信息或严重表述错误等问题时，应及时处理，保存有

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发现重大舆情要按程序转送相关主管部门办理。

7.1.3 如发现已发布新闻信息中存在重要表述错误或不准确，值班人员应立即向主管领导通报情况，

依流程立即采取撤回/删除，保存有关记录，并就此表述对已发布内容进行排查。

7.2 信息保密管理

网络媒体应建立保密制度，相关人员应严格遵守工作制度。严格确认新闻信息来源及密级，杜绝将

未定稿甚至涉密文件对外发布。

7.3 网络安全应急和技术保障

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制定网络安全应急预案，组成由网络安全专业技术人

员构成的应急响应团队，预防被盗用账号、篡改信息以及被恶意攻击等安全事件发生。遇重大安全事件，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应急联系人按网络安全事件等级向有关部门报告，确保信息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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