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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角

伊竹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农村基层干部廉洁
履行职责规定》，主要从行为规
范、管理监督、责任追究三方面，
构建起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
的制度框架，为基层公权力运行划
定边界，释放出以制度刚性扎紧

“不能腐”笼子的鲜明信号。
从近年来查处的案件看，一些

基层干部“鹌鹑嗉里寻豌豆，鸡脚
杆上硬刮油”，违反农村集体“三
资”管理规定，利用手中“微权
力”，组织套取村集体资金，把集
体 资 金 当 作 随 意 挪 用 的 “ 钱 袋

子”，直接损害群众切身利益，啃
食群众获得感，挥霍群众对党的信
任。前不久，中央纪委网站公开曝
光案例，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下韩
村乡花疃村党支部原书记范振茂，
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人通过签订
虚假征地协议、工程合同等方式，
骗取征地补偿款 53 万余元，并将
其中 20 万余元占为己有。山西省
晋中市和顺县义兴镇棋盘垴村党支
部原书记赵玉文利用职务便利，在
处置集体土地发包过程中，未经资
产评估和招投标，违规将 60 亩村
集体耕地租赁给企业用于林木育
苗，并以收入不入账、虚增工程款
等方式，将集体资金 79 万余元据
为己有。

权力运行缺乏制度约束，必然
滋生腐败。针对这类村干部违规处
置集体资产、侵占集体资金案件，
上述《规定》明确，禁止在农村集
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中擅权妄为、

谋取私利，不准侵占、挪用征地补
偿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不准违法
违规征占、侵占、“以租代征”转
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
草原、荒地、滩涂资源等。

《规定》 的出台，是完善“三
不腐”机制的关键落子：在全国上
下深入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
理、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等突出
问题专项整治，以“不敢腐”震慑
遏制贪腐现象的基础上，通过建立
覆盖履责清单的制度规范，实现对
农村领域腐败问题标本兼治、系统
施治的深化升级，进一步扎紧了

“不能腐”的制度笼子。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

《规定》 明确，各级党委应做好监
督管理，农村基层干部如有违反

《规定》 条款，有关党组织、单位
和纪检监察机关，应当按照管理权
限依规依纪依法处理，以强力问责
倒逼责任落实，拧紧管党治党的责

任螺丝。针对“三农”领域“蝇贪
蚁腐”多发易发情况，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必须打好“集中治”与“长
久立”的组合拳：既强化制度刚性
约束，通过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
督检查，确保 《规定》 落地见效，
又切实推动农村集体“三资”管
理、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等突出问题
治理，在开展农村小微工程规范化
治理、农村津补贴发放整治等具体
实事中，同步完善务实管用的制度
机制，以常态长效维护群众利益，
真正让制度长牙、纪律带电，为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坚强政治保
障。

农村基层工作关系群众切身利
益，《规定》 的出台，恰逢其时。
只有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
着，持续向农民身边的腐败亮剑，
让铁规发力、禁令生威，才能让乡
村振兴的根基更牢、成色更足、底
色更亮。

扎紧制度笼子激活乡村“廉动力”

袁明淙

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最新通
报，65款移动应用因违法违规收集
使用个人信息被点名，爱奇艺等知
名平台赫然在列。从隐私政策模糊
到敏感信息滥用，从未成年人保护
缺失到技术防护形同虚设，这些App
的违规行为已形成系统性风险。

App对用户隐私的肆意窥探和
滥用，是数字经济时代利益驱动与
技术伦理失衡的产物。

从商业利益角度看，用户数据
是巨大的“金矿”。在大数据时
代，精准的用户画像能为App运营
者带来丰厚的商业回报。通过收集
用户的浏览记录、消费习惯、地理
位置等隐私信息，App运营者可以
进行精准广告投放，提高广告转化
率，从而增加广告收入。此外，这
些数据还能被用于市场调研、用户

行为分析等。
部分App运营者只看到了数据

带来的利益，却忽视了用户隐私保护
的法律红线。在开发App时，没有将
隐私保护纳入重要考量，甚至故意通
过复杂的条款和隐蔽的方式收集用
户信息。一些 App 在隐私政策中设
置模糊表述，让用户难以理解自己
的信息将如何被使用，或者在用户
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取敏感信息。

近年来，有关部门多次通报违
规 App，下架整改、罚款等措施不
断，但App违规收集用户隐私的行
为仍屡禁不止。从此次 65 款 App
被通报的情况来看，问题依然集中
在强制授权、默认同意、数据滥
用、难以注销等方面。

从监管与执法层面审视，尽管
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个人信
息保护的法律法规，但在实际执行
过程中，仍存在监管难度大、执法力

度不够等问题。随着移动互联网的
快速发展，App数量呈爆炸式增长，
监管部门面临着巨大的监管压力。
一些违规 App 通过不断更新版本、
变换运营主体等方式逃避监管。同
时，对于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相对
较轻，难以对违规企业形成有效的
威慑力，导致部分企业心存侥幸。

对非法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
App，不能只是罚酒三杯。监管部
门须加大执法力度，不仅要对违法
违规App作下架处理，还要对相关
企业进行严厉处罚，提高其违法成
本。应建立常态化的监测机制，对
App进行抽检，及时发现和处理问
题。实施动态清单管理，定期公示
违规App黑名单，对屡教不改者实
施市场禁入。同时，加强跨部门合
作，形成监管合力，共同打击隐私
侵犯行为。

只有违法成本足够高，才能让

App运营者将用户隐私保护放在首
位，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制定
清晰、透明的隐私政策，明确告知
用户信息的收集、使用和共享规
则，并加强数据安全管理，保障用
户信息的安全。

作为用户，也应提高隐私保护
意识。在下载和使用App时，仔细
阅读隐私政策，了解自己的信息将
被如何处理。谨慎授权App获取个
人信息，对于不必要的信息收集请
求坚决拒绝。

隐私保护不是一场“猫鼠游
戏”，而是数字时代的底线伦理。
当个人信息收集突破伦理边界时，
唯有构建法律、技术、用户三维防
护体系，才能让数字创新真正服务
于人的尊严。这需要监管者保持高
压态势，开发者恪守技术伦理，用
户提升数字素养，共同守护这个时
代的“数字人格”。

不能让隐私窥探成为App“顽疾”

绿色出行能挣钱 王琪 绘

刘天放

近日，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
导委员会发布《中小学人工智能通
识教育指南（2025 年版）》和《中小
学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2025
年版）》。其中要求，小学阶段禁止
学生独自使用开放式内容生成功
能，教师可在课内适当使用辅助教
学；初中阶段可适度探索生成内容
的逻辑性分析；高中阶段允许结合
技术原理开展探究性学习（5 月 14
日人民网）。

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AI
正逐步渗透到方方面面，教育领域
也不例外。传统教育模式正在经历
一场深刻变革。动动手指，就可以
迅速将老师布置的作业用人工智
能技术生成，且无论这种作业是问
答题还是分析题等。如今，AI工具
兴起，成为不少学生完成作业的

“神器”。事实上，中小学生用 AI替
代自己完成作业已有苗头。

目前，我国正积极探索人工智
能新技术与教育融合应用的新路
径、新模式、新样态。然而，在几乎人
人都能“身怀AI绝技”的当下，教育
思维和实践模式也经受更大考验。
众所周知，学习是一个提高能力的

过程，如果总依赖科技手段，甚至用
其替代学习本身，那么学习者能力
的提高就将大打折扣，导致综合能
力不足，这显然不利于学业进步。

既然 AI技术已渗透到代替学
生完成作业的程度，那就该加以重
视。教育部明确禁止学生做作业直
接复制 AI生成内容，十分及时，能
够帮助学生正确认识AI技术，不至
于深陷其中而丧失独立思考能力，
导致不良学风养成。教育部直接划
红线，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学习没
有捷径，要靠自己思考、理解，AI再
厉害也替代不了自己动脑筋。

当然，在落实上述指南过程
中，应严格区分 AI 辅助学生正常
完成作业和学生做作业直接复制
AI 生成内容之间的界限。新技术
不断涌现，教育方式和评价体系也
需与时俱进。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更
新教学理念和方法，接受新技术挑
战，引导学生正确使用 AI技术，同
时不断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

禁止学生作业用 AI“代劳”，
有利于良好学风养成。让学生主动
接触 AI 技术，从喜爱到适应再到

“玩转”，而非简单地让 AI 技术生
成作业，进而使新技术更好地助力
学生成长，才是今后该做的事情。

禁止学生作业用AI“代劳”
有利于良好学风养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