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全
國22省份昨日扎堆舉行2019年度公
務員招錄筆試（又稱「公務員聯
考」）。為防止考試作弊行為，多
省今年將在考試後進行「雷同卷」
檢測，被確認為「雷同卷」的考
生，將進行成績無效處理。

招錄計劃「縮水」「千裡挑一」
據統計，此次22省共計劃招錄近8

萬人，招錄規模較去年明顯下降。
福建去年計劃招錄人數為3,601人，
今年僅計劃招錄2,471人，減少了逾
1,000名額；山東省今年向社會公開
招考公務員3,047名，招考人數較去
年縮減4,262人，減幅高達58.31%。
對此，華圖教育公考輔導專家李曼

卿分析，今年省考招錄人數下降，主
要是國家機構改革背景下的各地編制
調整。「從招錄計劃來看，部分省份
較去年減少30%-50%左右，比如，
伴隨國、地稅合併，曾經作為公務員
招錄大戶的稅務系統，在各地的招錄

人數出現下降。」李曼卿說。
雖然不少省份的招錄計劃都出現

「縮水」，但「公務員聯考」熱度不
減，不少熱門崗位「千裡挑一」。據
雲南網報道，本次雲南公務員報名中
競爭最激烈的崗位是昆明市市級機
關，競爭比高達2,624:1，創雲南公
務員報名人數新高。
近年來，無論是國考還是省考，
公務員招錄政策更為注重向基層傾
斜的導向。安徽省今年確定縣以下
機關招錄計劃5,537名，佔總計劃的
79.2%；河南省適當放寬了基層公務
員報考條件，縣級以下機關招錄人
數佔招錄總人數近八成。
針對考試紀律問題，多省通過公

告作出強調。湖南省規定，筆試結
束後，會對考試答卷進行雷同檢
測，經檢測認定為雷同答卷的，將
給予該場考試成績無效處理。雲南
省規定，被甄別為雷同答卷的，將
給予考試成績無效的處理，並視具
體情形按照規定做出相應處理。

22省公務員聯考「雷同卷」成績無效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十三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昨日開
始審議法官法修訂草案三審稿、檢察
官法修訂草案三審稿。兩部草案的三
審稿分別對法官、檢察官客觀公正履
職作出了明確規定。
2018年12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
會第七次會議對法官法修訂草案、檢察
官法修訂草案進行了二次審議，之後公
開徵求社會各界意見。有的部門和專家
提出，法官、檢察官應當客觀公正行使
職權，特別是檢察官在辦理刑事案件中
要全面客觀收集各種證據。

保障無罪不受刑事追究保障無罪不受刑事追究
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經研究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經研究，，

為進一步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為進一步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
提出的提出的「「健全落實罪刑法定健全落實罪刑法定、、疑罪從疑罪從
無無、、非法證據排除等法律原則的法律制非法證據排除等法律原則的法律制

度」，建議在草案中增加規定，法官、
檢察官履行職責秉持客觀公正的立場。
對此，兩部草案的三審稿規定，法

官審判案件、檢察官履行職責，應當
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秉持
客觀公正的立場。檢察官法修訂草案
三審稿還增加規定，檢察官辦理刑事
案件，應當嚴格堅持罪刑法定原則，
尊重和保障人權，既要追訴犯罪，也
要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同時，有的常委會組成人員、地方

和社會公眾提出，應當結合司法責任
制改革，進一步加強對法官、檢察官
履職的監督。對此，兩部草案的三審
稿在立法目的中增加了對法官稿在立法目的中增加了對法官、、檢察檢察
官的監督官的監督；；在法官在法官、、檢察官應當履行檢察官應當履行
的義務中增加規定的義務中增加規定，，對履行職責中知對履行職責中知
悉的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予以保密悉的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予以保密，，
並相應規定了違反規定的法律責任並相應規定了違反規定的法律責任。。

法官檢察官客觀公正履職擬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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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揭示新時代發揚五四精神的意義和要求

中央團校特聘教授、中國青少年研究中
心研究員李玉琦同志就這個問題作了

講解，並談了意見和建議。
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發表了講話。他指
出，今年是五四運動100周年。安排這次中
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目的是重溫100年前那
段激情燃燒的歲月，加深對五四運動歷史意
義和時代價值的認識。
習近平強調，100年前爆發的五四運動，
是一場以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
民群眾參加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
命運動。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對五四運動和
五四精神的研究和闡釋。新時代，我們要繼
續加強對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的研究。

堅持大歷史觀 堅定道路自信
習近平指出，要加強對五四運動歷史意義
的研究，深刻揭示五四運動對當代中國發展
進步的深遠影響。要堅持大歷史觀，把五四
運動放到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國
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鬥爭史、中國共產黨
90多年奮鬥史中來認識和把握。要從歷史邏
輯、實踐邏輯、理論邏輯相結合的高度，從
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
史、社會史等各領域開展研究，總結歷史規
律，揭示歷史趨勢，講清楚為什麼五四運動

對當代中國發展進步具有如此重大而深遠的
影響，講清楚為什麼馬克思主義能夠成為中
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的指導思想，講清
楚為什麼中國共產黨能夠擔負起領導人民實
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
福的歷史重任，講清楚為什麼社會主義能夠
在中國落地生根並不斷完善發展，引導人們
以史為鑒、以史為師，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
信。

營造良好環境 加強政治引領
習近平強調，要加強對五四精神時代價值

的研究，深入揭示新時代發揚五四精神的意
義和要求。要結合五四運動以來100年的歷
史，深入研究五四運動倡導的愛國、進步、
民主、科學思想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
國夢的重大意義，把研究五四精神同研究民
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統一起來，同研究黨領導
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
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統一起來，使之成為激
勵人民奮勇前進的精神力量。
習近平指出，要加強對五四運動以來中國

青年運動的研究，深刻把握當代中國青年運
動的發展規律。要闡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青
年運動的關係，加強對廣大青年的政治引

領，引導廣大青年自覺堅持黨的領導，聽黨
話、跟黨走。要回答好為什麼當代中國青年
運動的主題是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
國夢而奮鬥，為什麼當代青年必須把個人理
想融入民族復興偉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思想，找準當代中國青年運動在黨和國家
工作大局中的着力點，激勵廣大青年在各行

各業發揮生力軍和突擊隊作用。要深入研究
當代青年成長成才的特點和規律，了解青年
優勢和弱點，引導廣大青年把樹立遠大理想
和腳踏實地統一起來，引導社會各方面關心
青年、服務青年，積極做好青年工作，為廣
大青年成長成才、創新創業營造良好環境。
習近平指出，要加強對五四運動史料和文

物收集、整理、保護，為後人繼承和發揚五
四精神留下歷史記憶。要抓緊把同五四運動
有關的歷史資料收集好、歷史文物保護好。
要加強對史料的分類整理和系統化研究，運
用現代科技手段保護和展示五四運動史料。
要加強研究隊伍建設，提高專業化能力，多
出有深度、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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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19日

下午就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舉行第十四次集體學

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五四運動是我國近現代史

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五四精神是五四運動創造的寶貴精神財

富。今天，我們紀念五四運動、發揚五四精神，必須加強對五四運動和五

四精神的研究，以引導廣大青年在五四精神激勵下，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不懈奮鬥。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單獨
設立人格權編，是中國民法典分編草案
的一大亮點。昨日，民法典人格權編草
案二審稿提交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十次會議審議，其中對人體基因胚胎科
研活動、「AI換臉」、人體試驗、個人
信息保護等問題作出了規範，立法過程
體現出較強的現實意義。

基因科研不得違背倫理道德
與人體基因、人體胚胎等有關的醫學
和科學研究，必須有嚴格的法律規範。
民法典人格權編草案二審稿對此增加規
定，從事與人體基因、人體胚胎等有關
的醫學和科研活動的，應當遵守法律、
行政法規和國家有關規定，不得危害人
體健康，不得違背倫理道德。
「這是對民法總則關於『自然人的人
身自由、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價值判
斷的延展和重申。」中國法學會民法學
研究會副會長王軼認為，在未來法律實
施過程中，對於從事相關科研醫學活動
危害人體健康、違背倫理道德的，應根

據情節輕重，讓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
或追究行政責任、刑事責任。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王利明認

為，一些醫療機構、科研機構和人員貿
然從事的一些有關人體基因和人體胚胎
方面的科研活動，不僅可能對試驗個體
造成損害，也可能對社會整體道德造成
衝擊，有必要通過立法予以規制，使這
些科研活動在科學、倫理的指引下健康
有序發展。

「AI換臉」不得侵害肖像權
深度偽造可以製作使人難辨真假的動

態人臉畫面和聲音，「AI換臉」可以隨
意替換視頻的角色面部……信息技術日
新月異，也引發了人們對相關技術可能
侵犯肖像權、危害社會公共利益乃至國
家安全的更多擔憂。
民法典人格權編草案二審稿對此作出

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醜化、
污損，或者利用信息技術手段偽造等方
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權。其他人格權的許
可使用和自然人聲音的保護，參照適用

本章的有關規定。
「目前，通過信息技術深度偽造他人
的肖像、聲音主要用於網絡『惡搞』，
但這種技術存在很強的負面效應，容易
被不當利用。」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民
法典研究中心主任孟強說，草案針對利
用信息技術手段深度偽造他人肖像、聲
音作出規定，清晰地表達了民事基本法
保護公民的態度。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楊立新表

示，草案明確規定，未經肖像權人同
意，不得製作、使用、公開肖像權人的
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這說
明，肖像權的使用是沒有附加條件的，
未經本人同意，即便沒有營利目的和主
觀惡意，同樣構成侵害肖像權。

臨床試驗須倫理委員會審查
發展新藥品、研究治療手段，需要進
行以人體為對象的醫療試驗活動，如何
確保這些試驗活動規範有序？
為嚴格規範相關試驗活動，保護受試

者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民法典人格
權編草案二審稿明確規定，為研製新
藥、醫療器械或者發展新的預防和治療
方法，需要進行臨床試驗的，應當依法
經相關主管部門批准並經倫理委員會審
查同意，向接受試驗者或者其監護人告
知試驗目的、用途和可能產生的風險等
詳細情況，並經書面同意。
楊立新說，相比草案一審稿，二審稿
將臨床試驗的範圍擴大至「研製新藥、
醫療器械或者發展新的預防治療方
法」，這樣更符合醫療科技發展的實際
需求，能夠更好推動醫學科學發展，也
保障醫療科技能夠更加安全地應用於臨
床。
「技術沒有達到比較成熟的程度就貿

然進行人體試驗，可能會造成難以彌補
的損害。」孟強說，草案強調臨床試驗
應經倫理委員會審查，嚴格控制相關試
驗的程序，意義十分重大。
孟強表示，試驗能否進行，倫理委員

會的審查意見將起重要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民法
典人格權編草案二審稿中，對收集使用
未成年人等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
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個人信息的，增加規
定應當徵得其監護人同意，但是法律、
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王利明表
示，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隱私和個

人信息非常容易受到利用和侵害，需要
特別強化保護，如對網絡遊戲採取分級
措施，限制暴力等有害信息。所以，有
必要進行法律規範，要求對未成年人個
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必須取得其監護人的
同意。
同時，草案還明確規定，國家機關及
其工作人員對於履行職責過程中知悉的

自然人隱私、個人信息，應當予以保
密，不得洩露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楊立新表

示，草案強調了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
履職過程中的保密義務，增加未成年人
信息保護的內容，這些修改與民法總則
的相關規定一脈相承，也給下一步制定
個人信息保護法提供了法律依據。

加強保護未成年個人信息

加強五四研究加強五四研究 引導青年奮鬥引導青年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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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民法典人格權編草案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二次審
議，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沈春耀就草案修改情況作匯報。

中新社

■習近平表示，紀念五四運動、發揚五四精神，必須加強對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的研究，以引導廣大青年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
國夢不懈奮鬥。圖為2014年，首都青少年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舉行少年先鋒崗活動啟動儀式。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