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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央层面深入贯彻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专班、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河南省

信 阳 市 、罗 山 县 10 名 干 部 在 学 习

教育期间违规吃喝、严重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中央八项规

定是改进作风的切入口和动员令，

更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

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踏

石留印、抓铁有痕，以钉钉子精神

刹住歪风邪气，纠治顽瘴痼疾，铲

除腐败的温床。

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是我

们 党 在 新 时 代 的 徙 木 立 信 之 举 。

也要清醒看到，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流于形式的情况仍时有发生，一些

党员干部虽态度积极，但“说起来

重 要 、喊 起 来 响 亮 、做 起 来 挂 空

挡 ”，始 终 落 实 不 到 实 际 行 动 上 。

有的地方抓八项规定不痛不痒、四

平八稳，让规矩成了空洞的口号，

最终失之于松、失之于软。

规矩制定的意义，关键在于坚

决落实、严格执行。在改进作风上

要 立 新 规 、动 真 格 、求 实 效 、防 反

弹。对于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

烈 的 突 出 问 题 ，要 一 件 一 件 抓 到

底，从严查处，下狠手根治，绝不姑

息迁就。

党员干部要牢牢树立规矩意

识，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绷

紧纪律这根弦，深刻认识到作风形

象的重要性。以八项规定为尺子，

量一量自己的言行举止是否符合

党纪的要求；以八项规定为镜子，

照一照自己的工作作风是否存在

偏差，同时自觉接受群众的评议和

监督。

八项规定是一条不可逾越的

红线。党员干部要时刻保持对组

织、对党纪、对国法的敬畏之心，时

刻 保 持 如 临 深 渊 、如 履 薄 冰 的 谨

慎，培养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精

神。对不知敬畏、挑战纪律的要严

肃处理、以儆效尤。

令在必信，法在必行。建立健

全监督制度，坚持不懈扎紧制度笼

子，要一刻不松、寸步不让，持之以

恒纠治“四风”，不断培土加固中央

八项规定堤坝，形成真管真严、敢

管敢严、长管长严的氛围。

中央八项规定是铁规矩、硬杠杠
新华社记者 高健钧

最近一段时间，河南

知名商超胖东来声名鹊

起之际，一些名字高度相

似的商家纷纷登场。这

种看似搞笑的炒作背后，

动机却值得深思：商业竞

争，究竟该如何走正道？

胖 东 来 的 遭 遇 并 非

个例。近年来，商业碰瓷

现象时常引发热议。这

种行为看似是博眼球的

搞怪之举，实则暗藏商业

碰瓷、自我炒作的不良企

图。这些商家妄图通过

模仿知名品牌，不费吹灰

之力地获取流量与关注，

进而实现获利。这种看

似聪明的“拿来主义”，实

则短视至极。

商 业 碰 瓷 现 象 践 踏

了基本商业规则。市场

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诚

信经济，公平竞争、尊重

知识产权是商业活动的

基石。一些商家在名称、

标识上与知名品牌高度

相似，极易误导消费者，

使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购买

决策。这种行为不仅侵犯了合法经营

者的商标权，也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

场环境。长此以往，那些用心经营、投

入大量资源进行产品研发和品牌建

设的企业将失去动力，而靠投机取巧

的商家却能坐收渔利，整个市场将陷

入“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商业碰瓷对消费者的误导同样明

显。消费者在选择商品或服务时，往

往基于对品牌的信任。模仿知名品

牌，会让消费者在选购时产生混淆，难

以分辨真伪。消费者一旦误选，不仅

可能无法获得预期的商品质量和服务

体验，还可能面临消费欺诈等风险。

面对商业碰瓷现象，有关部门绝

不能无动于衷。一方面，市场监管部

门 要 加 大 执 法 力 度 ，提 高 对 商 标 侵

权、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查处效率。对

于那些蓄意碰瓷的商家，要依法予以

严惩，让其不敢、不能、不想再从事此

类行为。另一方面，司法部门应加强

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简化维权流

程，降低维权成本，为合法经营者提

供坚实的法律后盾。同时，行业协会

也应发挥积极作用，加强行业自律，

对商业碰瓷行为进行谴责和约束，引

导企业树立正确的竞争观念。

那 些 热 衷 于 靠 博 眼 球 、蹭 流 量

“出道”的企业，也应摒弃投机心态。

企业只有不断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

力，通过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才

能赢得消费者青睐和市场认可。靠

模仿、抄袭或许能在短期内获得一些

利益，但从长远来看，注定无法走得

长、走得远、走得稳。

培 养 出 一 家 像 样 的 企 业 不 是 一

朝一夕之功。商业碰瓷现象是对市

场 经 济 的 破 坏 和 对 营 商 环 境 的 腐

蚀 。 对 商 业 碰 瓷 现 象 ，要 坚 决 说

“不”，无论是监管部门、企业还是消

费者，都应行动起来，共同抵制这种

不 良 行 为 ，维 护 公 平 有 序 的 市 场 秩

序，让商业竞争回归良性发展轨道。

让商业竞争回归到良性发展的轨道，

唯有如此，市场才能充满活力，企业

才能不断创新发展，为社会创造更多

的价值。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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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消息称，2025 年，北京市

深入推进“无事不扰”清单机制，重点聚焦扩大清单

范围、优化监管方式、强化信用约束三方面积极发

力，不断为诚信合规企业释放政策红利，护航企业健

康发展。截至目前，北京纳入“无事不扰”清单的企

业已达 23.1 万户，科技企业占比较大。“无事不扰”清

单机制是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其核心意义

在于厘清监管边界、减少行政干预。此举既能减轻企

业迎检负担，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推动“放管服”改革

深化，又能提升监管效能，促进政府职能向服务型转

变，形成“守信者无事不扰、违法者利剑高悬”的良性

市场秩序，通过对“无事不扰”清单进行全环节管理，

激发了企业自主合规经营动力，有助于推动形成诚实

守信的良好市场环境。（时 锋） 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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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

委员会正式发布《中小学生成式人工

智能使用指南（2025 年版）》（以下简

称《使用指南》）。《使用指南》提出，小

学阶段禁止学生独自使用开放式内容

生成功能，教师不得将生成式人工智

能作为替代性教学主体。

在人工智能应用越来越普及的

当下，“禁止小学生独自使用开放式内

容生成功能”，这一要求在互联网上引

发热议。开放式内容生成功能的使用

门槛早已降低，如今许多人都在使用

相关功能来提升日常工作效率，不少

学生也在学习中用它来答疑解惑。

只不过，当前开放式内容生成功

能存在诸多问题待解。《使用指南》的

禁止性建议，不仅旨在防范学生因过

度依赖生成式人工智能而弱化独立思

考能力，还有更深层的考量。“禁止小

学生独自使用”的表述，表明了《使用

指南》的相关建议并非只是为了防止

学生投机取巧完成作业。

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当前开放式

内容生成功能尚不完善，最核心的问

题在于，人工智能所生成的内容并非

完全准确。胡编乱造、断章取义乃至

虚构新闻、杜撰文献和法律条文等情

形的出现，使得人们通过人工智能获

取到的结果未必都是真实的。“一本正

经地胡说八道”，是许多人对当前开放

式内容生成功能的观感和评价。面对

人工智能提供的五花八门的生成内

容，一部分成年人尚可以通过社会经

验或行业经历来判断其可靠性，但小

学生群体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因

此，教育部发布政策性指南文件，有其

现实必要性。

开放式内容生成功能依托的是

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算法，

对于信息内容来者不拒，这让一部分

使用者可以通过大量灌输无意义内

容，训练人工智能生成难以判断真假

的信息，并“污染”其他用户的正常使

用结果。譬如，一些社会机构开始盯

上人工智能生成工具，生成虚假文章

上传到多个网络平台，实现流量变现，

以此进行牟利。2024 年，江西南昌警

方查处的一起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批量

造谣案件，某 MCN 机构（网络信息内

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最高峰时单

日能生成 4000 至 7000 篇虚假文章，并

通过 800 多个自媒体账号分发。上述

情形所制造的大量信息垃圾，不仅中

小学生难以辨别，许多成年人同样招

架不住，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互联网内

容更加鱼龙混杂。尽管“AI 污染”是

人工智能发展初期所必须经历的问

题，但这也提醒我们，在人工智能适用

人群足够广泛的当下，保护好认知能

力较弱的小学生尤为必要。

长远看，《使用指南》的发布也对

开放式生成内容行业提出了更高要

求。《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

规定》要求，智能对话、智能写作等模

拟自然人进行文本的生成或者编辑

服 务 ，可 能 导 致 公 众 混 淆 或 者 误 认

的，应当在生成或者编辑的信息内容

的合理位置、区域进行显著标识，向

公众提示深度合成情况。如何让生

成式人工智能更具信息辨识能力，如

何让开放式内容生成功能尽快走出

“AI 污染”发展阶段，需要包括研发主

体、使用主体在内的全社会一道共同

努力解决。

来源：光明日报

这条呵护小学生的“禁令”有深意
陈 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