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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龙之朱

中国即将提前 10年实现消除
绝对贫困目标。改革开放 40多年
来，中国7亿多人摆脱贫困。在11
月 22日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第十五次峰会第二阶段会议上，中
国向世界重申了脱贫攻坚这一重
大成果。

11 月 23 日，随着贵州省宣布
紫云县等9个县退出贫困县序列，
贵州全省 66个贫困县全部实现脱
贫摘帽。至此，我国 832个国家级
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这意味着，我国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历史性
的成就，来之不易，令人振奋！

国之大事，民生为本。千百年
来，中国人民受困于饥馑，受困于

紧缺，而今终于甩掉绝对贫困包
袱，怎不欣喜！中国人民在追求美
好幸福生活的路上，迈出了跨越的
一大步。今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
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为这两大目
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一成就也为世界消除贫困
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 7 亿多
人脱贫，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
70%，中国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联合
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
展中国家。

喜悦和自豪之余，我们也要清
醒地认识到，扶贫是一个长期的、
动态的过程。国家级贫困县全部
摘帽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高枕无
忧，不少贫困户的经济状况还十分
脆弱，不少摘帽地区的产业基础还

不够牢固。接下来，需要巩固已取
得的成果，防止出现返贫和新增贫
困。

今年 5月，国务院扶贫办主任
刘永富提到，有的地方脱贫摘帽
后对脱贫攻坚的重视程度、工作
力度明显减弱，有的资金投入增
速下降，有的脱贫人口收入没有
增长反而下降，有的贫困村宣布
退出后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实
际不在岗……

这也要求各地：摘帽了，还要
稳得住；扶上马，还要送一程。摘
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
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必须坚
决落实到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等问题，还要
下大力气解决。

脱贫攻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只能是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需要
以更高要求和标准做好后续工作，
容不得半点轻忽懈怠。

各地要继续把各项扶贫政策
落实到位，稳住“两不愁三保障”，
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切实培育
好扶贫产业，特别是要扎实推进教
育扶贫，不让一名贫困家庭子女失
学辍学，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还要
因地制宜，探索建立防贫长效机
制，避免出现因灾因病致贫的新问
题。

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摘帽
后，我们要从“量”的圆满转为追求

“质”的提升。让亿万农民从摆脱
绝对贫困到走向全面小康，关系到

“后脱贫”时代的成色，更关系到开
启“十四五”规划和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任重而道远。

国家级贫困县，再也不见

文┃张千千 白阳

日前，“中国人脸识别第一
案”一审判了。杭州市富阳区人
民法院判决杭州野生动物世界赔
偿原告郭兵合同利益损失及交通
费共计 1038 元，删除郭兵办理指
纹年卡时提交的包括照片在内的
面部特征信息。本案因聚焦经营
者处理消费者个人信息，尤其是
指纹和人脸等个人生物识别信息
行为的评价和规范问题，引起广
泛关注。

以人脸识别为代表的人工智
能近年来广泛应用，提高了生产
效能，也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
了方便。但另一方面，如果不分
场合、不分必要程度地要求“刷
脸”，会不会带来个人信息泄露的
风险？

毕竟，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
发展，这张“脸”上附载的信息越
来越多，包括你是谁、住在哪、有
多少资产、喜欢做什么等，哪一样
都关系到安全和隐私。人脸信息
一旦泄露和被滥用，就会带来风
险。这张“脸”，实在“丢不得”。

因此，网络安全法规定网络
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
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今
年颁布的民法典也明确规定了个
人信息“不得过度处理”。人脸信
息采集在遵循“最少够用”原则的
基础上，还应充分征求被采集人
意见。

这张“脸”，不能谁叫刷就刷，
更不能谁想用就用。前不久，提
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的个人信
息保护法草案将“个人生物特征”
纳入“敏感个人信息”范围，明确
个人信息处理者只有“具有特定
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方可处
理敏感个人信息。此次“中国人
脸识别第一案”也为人脸识别技
术的依法规范应用提供了重要的
判例。

高科技的发展不能成为脱缰
的野马，新技术再便利也不应被
滥用。只有各方加强重视、严守
法律和行业规范，才能让老百姓
的“脸面”更有保障。

你的“脸”
不能谁想刷就刷

文┃杨晨

王书金案重审一审落槌。
11 月 24 日，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

民法院对最高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被
告人王书金故意杀人、强奸案进行公
开宣判，以被告人王书金犯故意杀人
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值
得一提的是，王书金依然没有被认定
为聂树斌案的真凶。

要看到，王书金没有被认定为真
凶，与聂树斌的平反并不矛盾。两者
都是法院坚持无罪推定的结果。

这次的死刑判决结果并不出人意
料。早在 13 年前，邯郸中院便已对王
书金作出过死刑判决，只是因为与聂
树斌案有涉，才让王案久拖不决。

王书金案的发回重审，真正的驱
动力，并非聂树斌案所涉及的康某某
遇害，而是在死刑复核期间，法院一审
判决、二审裁定不予认定王书金涉嫌
强奸杀害被害人张某乙的犯罪事实出

现了新证据。根据法律规定，需对这
起犯罪进行重新审理。

王书金的认罪口供也有不少瑕
疵，如“被害人所穿衣物与实际不符”

“被害人尸体身高与王书金所形容的
不符”，且除了王书金本人的口供外，
并无其他证据，这些都削弱了王书金
坐实真凶的法律效力。哪怕案件是王
书金主动供述，甚至主动交代了尸体
下有一把钥匙这个细节，还是没有达
到定罪的“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标
准。

因此，在没有新的证据支撑下，王
书金案发回重审，也仅能聚焦原有指
控，并不能偏离轨道。想当然地认为
口供即是事实真相，将聂案真凶之名
冠给坦白的王书金，也只是外界的一
厢情愿。

没有寻觅到真凶的重审，固然会
让围观者失望，但这次审判的宝贵之
处却在于，坚持了疑罪从无的法治精
神。

其实，之前的呼格吉勒图案，自认
真凶的赵志红也没有得到司法认定。
对于其中的逻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陈卫东教授作过解释：赵志红可能
是真凶，也可能不是，不能排除赵志红
不是真凶的可能性，因为刑事侦查活
动作为一项回溯性的活动，受制于人
的认知能力、取证技术、证据本身的不
稳定性等诸多因素和条件，查清案件
事实本身便存在一定的困难。

聂案的道理是一样的：没有达到
“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据标准，就
不能认定王书金是聂案的真凶，哪怕
他自认也不行。当然，哪怕王书金没
有被认定为真凶，也不影响聂树斌的
平反。

这不是甩锅，相反这个有些“绕”
的结论，加深了公众对法治深刻内涵
的理解：法治并不轻松，现实案件定罪
依赖的是过硬证据。正义，不能忽略
对程序正义的坚守。

（相关报道见今天A12版）

王书金未被认定为聂案真凶，依然是疑罪从无

国家级
贫困县全部
摘帽了，接
下来，需要
巩固已取得
的成果，防
止出现返贫
和 新 增 贫
困。

记 者 了 解
到，陕西省持续
推 进 秦 岭“ 五
乱”（乱搭乱建、
乱砍乱伐、乱采
乱 挖 、乱 排 乱
放、乱捕乱猎）
问题专项整治、
矿山生态环境
修复治理、尾矿
库安全运行、农
家乐环境整治
等工作。

新华社发

持续整治
秦岭“五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