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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明年1月召开
将讨论研究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11部门联合印发治理校园欺凌综合方案

处置欺凌事件 以学校为主

微信身份证让社会治理更智慧

□李小将

近日，网友“为你锁芯”在微信
朋友圈发布消息称：“在农贸市场购买
了一捆10公斤的大葱，回家后发现只
有9公斤。这摊贩也太不讲诚信了，真
让人郁闷。”（详见本报昨日06版）

这是本报近段时间刊发的第二起市
民遭遇不良商贩的报道。12月13日，市
民罗先生在市区黄山路与淮河路交叉口
附近一流动摊贩处花30多元买了一袋苹
果。回家撕开几个苹果上的标签后，发
现竟有烂洞，原来商贩帖标签是为了掩
盖烂洞。

由于都是流动摊贩，维权较难，两
位市民只能自认倒霉，吃哑巴亏。其
实，他们吃的亏也并不大，权当花钱买

教训，下次多个心眼就是了。但两名摊
贩以次充好、缺斤短两的做法着实让人
痛心。即使他们可得一时之利，却非长
久之计。因为人们不愿，也不会再上第
二次当。当大家都不再买他们的东西，
他们还能挣到钱吗？

做生意，最重要的是“诚信”二
字，只有做到诚信，才能赢得客户、赢
得市场，生意才会越做越大。如果眼里
只有金钱而没有消费者，甚至为了蝇头
小利不惜欺骗消费者，不管手段有多高
明，到头来吃亏的终究是自己。

中共中央政治局 12月 27日召开会
议，决定明年1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
议，主要议程是，讨论研究修改宪法部
分内容的建议。会议听取中央纪律检查
委员会工作汇报，研究部署 2018年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共中央总
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
为。要把全面从严治党长期坚持下去，
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决不半途而
废。中央纪委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担负起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严于监
督、严格执纪、严肃问责，坚决维护党
章和其他党内法规，认真检查党的十九
大精神贯彻落实情况，推动党中央决策
部署落地生根。

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这条主线，紧紧围绕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
设为统领，思想建党、纪律强党、制度
治党同向发力，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系
统性、创造性、实效性。要严明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聚焦“七个有之”，严
肃查处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阳奉阴违的

“两面人”和违背党的政治路线、破坏

党内政治生态问题，确保党中央政令畅
通。要徙木立信、以上率下，锲而不舍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一个节点一个
节点坚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抓
具体、补短板、防反弹，重点纠正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坚决反对特权思
想、特权现象，使党员干部知敬畏、人
民群众有信心。要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
压倒性态势，全面加强纪律建设，全面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严厉整治发生
在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重点审
查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问
题线索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
领导岗位、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
部，严肃查处政治问题和腐败问题通过
利益输送相互交织，在党内培植个人势
力、结成利益集团的行为。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要忠实履行职责，强化自我监督
和自我约束，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
监察干部队伍。

此前，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中央纪委重点
工作情况和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准
备情况汇报。

会议同意明年 1月 11日至 13日召
开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
体会议。

据新华社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政府“僵尸
网站”还未走远，“僵尸APP”又来
了。在电子政务迅速发展的背景下，
部分政务平台搭建起来却没有真正使
用好，少数地方政府和部门甚至以行
政摊派、强行推广、篡改数据等手
段，打造“手机上的政绩工程”。（新
华社）

政务网站和APP，一旦只为了应
付检查而存在，或者以让领导看到、
满意为目的，其服务百姓的属性必然
会被淡化。页面更新不及时、与群众
互动不通畅、信息阅读量低等，也就
不足为奇，成为“僵尸”也是其必然
归宿，最终沦为“政绩秀”。

□阎淑萍

12月25日，由广州市公安局南沙
区分局、腾讯、建设银行等10余家单位
发起的“微警云联盟”在广州南沙成
立。活动现场，联盟成员单位共同签署
合作框架协议，并且现场签发全国首张
微信身份证“网证”。目前，微信身份证
“网证”在广东省试点试行，预计明年1
月推向全国。（详见本报今日14版）

应该说，这不仅是网络技术发展的
进步，也是社会治理理念和服务理念上
的进步。身份证是一个人最有效的身
份凭证，应用非常广泛。“网证”不仅方
便，还可以“救急”。从社会治理角度
看，这有效提升了身份证管理应用的水
平。利用科技手段，为群众提供更好的
国家法定证件服务，是便民利民之举。
而从大背景来看，目前全国多地都在尝
试政务与移动互联网结合。比如，日前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正式上线全国
法院系统首个微信立案服务平台；12月
20日，国家卫计委统计信息中心和江苏
省卫计委联合举行了全国电子健康卡

首发式，发出了全国首张电子健康卡。
这些都让我们看到，社会治理正变得越
来越智慧。

使用身份证“网证”，个人信息管理
也会更加安全。过去，身份证很容易因
为保管不慎而丢失，补办也比较麻烦。
此外，一些身份证复印件由于保管上存
在漏洞，会导致个人信息泄露。还有的
身份证照片由于时间长了模糊或相似
度高，容易造成肉眼上的“误判”。而身
份证“网证”验证过程，不在互联网空间
传输或存储公民隐私信息，这就最大限
度地保护了个人信息安全。据警方介
绍，AI系统的识别比对误判率仅为百万
分之一，而人眼识别比对的误判率可达
百分之十五。有了“网证”，办事群众无
需再携带实体身份证即可办理相关试
点业务，也无需留存身份证复印件，大
大减少了第三方接触居民身份证信息
的机会。

就目前看来，推出微信身份证“网
证”的好处多多，值得期待。希望相关
方面尽快试点试行，在总结经验的基础
上，不断完善制度规则设计，为“网证”
在全国推广提供有价值的示范标本。

做生意千万别丢了诚信
什么是欺凌？欺凌和玩笑怎么界

定？近年来各种形式和手段的欺凌事
件时有发生，但却没有对学生欺凌的
明确定义。12月 27日，记者从教育部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学生欺凌
有了明确定义。

为有效预防中小学生欺凌行为发
生，经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会
议审议通过，教育部等 11部门日前印
发 《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
案》（以下简称《治理方案》）。

明确学生欺凌的界定

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局长、国务院
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何秀超在
发布会上介绍，方案明确定义，中小
学生欺凌是发生在校园 （包括中小学
校和中等职业学校） 内外、学生之
间，一方 （个体或群体） 单次或多次
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
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
（个体或群体） 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
精神损害等的事件。

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安全教育与
管理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李雯认为，这样
的界定明确了三个要点：一是明确了学
生欺凌的范围，是发生在校园内外、学
生之间事件；二是明确了学生欺凌的构
成要素，包括发生的单次或者多次、主
观上的故意、表现的多种形式、损害的
多个方面等四个要素；三是强调学生欺
凌与学生之间打闹嬉戏的区别。

提出了预防的具体举措

《治理方案》明确了积极有效预防
学生欺凌的措施。一是要求学校切实
加强教育，通过每学期开学时集中开
展教育、在道德与法治等课程中专门

设置教学模块等方式，定期对中小学
生进行欺凌防治专题教育。二是组织
开展家长培训，引导广大家长增强法
治意识，落实监护责任，了解防治学
生欺凌知识。三是严格学校日常管
理，加快推进校园视频监控系统、紧
急报警装置等建设，建立健全防治学
生欺凌工作各项规章制度。四是定期
开展排查，针对全体学生开展防治学
生欺凌专项调查，及时查找可能发生
欺凌事件的苗头迹象或已经发生、正
在发生的欺凌事件。

《治理方案》明确，学生欺凌事件
的处置以学校为主。学校发现学生欺
凌事件线索后，应当按照学生欺凌事
件应急处置预案和处理流程对事件及
时进行调查处理，由学校学生欺凌治
理委员会对事件是否属于学生欺凌行
为进行认定。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处理
申诉请求，可根据情况组成调查小组
启动复查。涉法涉诉案件纳入相应法
律程序办理。

明确不同情形的惩戒措施

《治理方案》提出，针对不同情形
的欺凌事件，有关部门要结合职能共
同做好教育惩戒工作。情节轻微的一
般欺凌事件，由学校对实施欺凌学生
开展批评、教育；情节比较恶劣、对
被欺凌学生身体和心理造成明显伤害
的严重欺凌事件，学校在对实施欺凌
学生开展批评、教育的同时，可请公
安机关参与警示教育或对实施欺凌学
生予以训诫；屡教不改或者情节恶劣
的严重欺凌事件，必要时可将实施欺
凌学生转送专门 （工读） 学校进行教
育；涉及违反治安管理或者涉嫌犯罪
的学生欺凌事件，处置以公安机关、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为主。 晚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