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网信办加强信息推荐算法治理

一段时间以来， 类似本科生已发表

14 篇 SCI 论文等荒诞事件频繁进入公

众视野， 暴露出学术界存在一定程度的

急功近利、 急于求成问题。 学术浮躁之

风背离科学精神， 危害学术生态， 必须

狠刹！

学术研究是复杂细致的脑力劳动，

需要广泛占有材料、 深入调查研究、 反

复分析论证， 有些还要开展实践检验，

是需要花时间、 耗心血的苦功夫。 一味

追求进度和数量， 只会催生大量学术

“复制品” “劣质品” “假冒品”。 这些

低质重复的“研究成果” 浪费社会资

源， 消耗科研人员的宝贵年华和精力，

更影响科技创新的实效。

不完善的考核评价制度是学术浮躁

的重要根源。 在一些科研院校， 衡量

科研人员贡献主要看论文和项目数量，

职称晋升、 评岗定级、 称号获得、 奖

项申报等皆与之挂钩。 这种“以数字

论英雄” 的单一评价体系， 给科研人

员带来“一刀切” 的沉重压力； 在一

些学校， 以表格报告等为代表的短期

功利化的考核指标与基础学科的学术

研究规律相矛盾， 科研人员很难静下

心、 沉住气； 甚至不少非科研人员也被

卷入“学术锦标赛”， 有的高校辅导员

和行政人员、 医院的医生等都背负着论

文要求。

在这种氛围下， 寻求“短平快”、

选题蹭热度的浮躁之风愈刮愈烈， 滋生

了很多学术不端行为。

狠刹学术浮躁之风， 需要深化评

价体系改革， 建立以创新能力、 质量、

实效、 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

健全保障科研人员专心科研制度。 近

年来， 部分高校探索多元的学术评价

体系， 收获了不少经验。 相关部门也

要立好“指挥棒”， 优化论文和项目在

考评体系中的权重， 全面准确反映成

果创新水平、 转化应用绩效和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实际贡献， 体现对人才成长规

律和人才价值的尊重， 让人才评价机制

真正发挥正向激励作用， 充分解放创新

生产力。

学术需要“静修” “慢养”。 狠刹

学术浮躁之风， 还要不断完善相关配套

措施。 健全青年科研人才权益保障机

制， 创造充分和良好的学术发展条件，

让他们有甘坐“冷板凳” 的勇气和底

气； 强化“代表作” 制度， 将十年磨一

剑的学术突破与短期成果区分， 增强学

术人才潜心攻克真难题的信心； 此外，

还要持续搭建科研诚信机制， 加大对学

术不端行为的惩处力度， 坚决捍卫学术

纯洁。

□ 据新华社报道

司法部 22 日发布一批行政执法监

督典型案例， 提高各级行政执法监督机

构能力和水平。

在依法严格执法方面， “山东某市

市场监管局行政执法监督机构监督指导

食品安全重大行政处罚案” 中， 行政执

法监督机构充分发挥作用， 坚决落实食

品安全“四个最严” 要求依法处以行政

处罚。 同时， 在食品中添加药品的违法

行为已涉嫌犯罪， 市场监管局行政执法

监督机构指导启动行刑衔接程序， 及时

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行政执法程序是保障行政执法行为

合法的重要基础，在“重庆某区司法局监

督区住建委行政执法程序违法案”中，区

住建委在未作出相应金钱给付义务行政

决定的情况下， 直接作出配套费滞纳金

缴费决定书的行为，属于程序违法。区司

法局纠正行政执法部门“重实体、 轻程

序”的问题，以程序合法保障实体公正。

在协调执法权限争议方面， “甘肃

某市司法局协调行政执法管辖争议案”

中， 市司法局协调解决部门间的行政执

法权限争议， 完善当地行政执法监督制

度体系。 在强化各类监督协同方面，

“云南交通运输部门加强与纪检监察机

关配合监督行政执法行为案” 中， 省、

州两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时启动行政

执法监督程序， 对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

不当等问题给予处分， 并在全系统开展

警示教育， 达到“问责一个、 震慑一

批、 教育一片” 的效果。

此外， 典型案例以数字赋能规范涉

企检查。 在“江苏某市司法局实施‘扫码

入企’监督行政检查案”中，市司法局牵

头开发建设了全市行政执法监督信息化

平台，有效破解重复检查、多头多层检查

等难题。在“浙江某市司法局运用人工智

能技术监督‘检查扰企’案”中，市司法局

运用人工智能有效解决行政执法监督发

现问题不够及时精准、 监督人员力量不

足、监督途径手段少等难题。

□ 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 22 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 ，

“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中央网信办针对

网民反映强烈的算法推荐加热低俗信

息、 加剧“信息茧房”、 加重观点极化

等问题风险， 督促指导重点平台针对

性优化信息推荐算法功能、 调整信息

推荐算法规则， 持续加强信息推荐算

法治理。

重点平台积极响应， 完善算法推

荐内容审核， 开设专门网站、 频道或

账号集中公开算法规则原理， 开发上

线“茧房评估” “一键破茧” 等创新

功能， 完善用户兴趣偏好管理服务，

提升算法推荐内容多样性。

中央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重点

平台信息推荐算法治理取得了一定成

效， 但还存在相关功能使用效果不显

著、 推荐内容质量不够高等问题， 与广

大网民和社会各界的期待相比还有差

距。 算法治理是一项长期性、 系统性工

程， 网信部门将开展常态化巡查， 督导

信息推荐算法平台持续优化算法运行机

制和管理规则， 不断提升推荐内容质

量， 探索多样化“破茧” 路径， 创新用

户赋权功能， 切实维护网民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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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综合报道

日前， 2025 全球智能机器人发

展大会在广东省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

心开幕。 大会以“遇见未来， 拥抱智

能” 为主题， 汇聚全球顶尖行业领

袖、 权威学者及创新企业代表， 深入

探讨人工智能在智能制造、 工作生

活、 服务消费等领域的潜力与挑战。

图为人形机器人吸引参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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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发布行政执法监督典型案例

□ 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 22 日从国家医保局获悉， 今

年 1 月至 4 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人

次共 1.33 亿， 金额达 177.92 亿元。

目前，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可以

通过即时调用被绑定人个人账户、 医保

钱包转账等方式实现。

其中， 通过即时调用被绑定人个

人账户方式进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

内共济的金额为 177.59 亿元； 通过医

保钱包转账方式进行职工医保个人账

户省内、 跨省共济的金额为 3262.69 万

元。

据介绍， 全国所有省份已将职工医

保个人账户共济范围扩大至“配偶、 父

母、 子女、 兄弟姐妹、 祖父母、 外祖父

母、 孙子女、 外孙子女”， 并实现省内

共济。 227 个统筹区已开通个人账户跨

省共济。

新 华 时 评

学术浮躁之风必须狠刹

今年前4个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
共济金额达177.9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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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报道

最高人民法院 22 日发布 5 件加强

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聚焦

涉未成年人刑事、 民事、 行政审判之间

的内在联系， 推动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

则落地落细。

为全方位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人民法院强化系统思维， 注重涉未成年

人案件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促进刑事、民

事、行政审判职能协同增效。在李某故意

伤害及相关探望权纠纷案中， 由熟悉未

成年人审判的法官组成审判团队， 一体

推进犯罪惩治、 探望权行使和抚养费执

行等关联案件， 通过协同开展多项审判

延伸工作，有效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在王某猥亵儿童及相关申请撤销监

护人资格案中， 人民法院在依法严惩犯

罪的基础上， 尊重未成年人意愿， 在相

关民事审判中依法判决撤销监护人资

格， 并落实司法救助措施， 积极开展心

理疏导和帮扶工作， 全面维护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是一项系统工

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人民法院在审

理涉未成年人案件过程中，深化与公安、

检察、司法行政、教育、民政、共青团、妇

联等部门的联动协同。 在陈某遗弃及相

关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 医疗合同纠纷

案中，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民政局、

卫健委等通过联席会议、 信息互通协同

机制，及时化解未成年人的监护困境。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件加强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推动最有利于1成年人原则落地落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