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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马官员背后的“政治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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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任市长先后落马
中央“提级巡视”为何选择这座省城 8版

4月 8日，二十届中央第五轮巡视对象正

式公布。本轮巡视备受关注的动向之一，是对

云南省昆明市的提级巡视。这是中央巡视首次

对地级市公开点名，开展提级巡视。

涉案金额超千万元
江西警方摧毁“钻石盲盒”赌博团伙 7版

深夜，直播间里的虚拟开盒音效编织出一

场暴富梦。然而，这背后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

秘密。近日，江西警方破获一起网络赌博案，揭

开了“钻石盲盒”背后的黑色产业链。

创作自由还是侵权行为？
记者调查 AI生成内容乱象 5版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AI生成内

容（AIGC）在拓宽创作边界的同时，也让“合理

使用”与“侵权”的界定愈发模糊。AI生成内容

的法律责任究竟如何划分？

邓中夏烈士与党史上的
“劳动立法运动” 4版

在当时复杂严峻的斗争形势中，邓中夏抓

紧进行恢复工会、组织工人罢工的活动，先后撰

写了《论工人运动》《论工会斗争的辩证法》等文

章，提出了不少卓越见解。

时论珠玑

基层福利机构承担着社会兜
底保障职能，处于社会公共服务的
“神经末梢”，日常服务管理极易
形成“黑箱”。

有人通过虚开发票、虚增发票
金额、虚增食材数量等方式套取资
金，有人利用保管服务对象卡证等
职务便利将本应发放的优抚资金
截留私吞，还有人内外勾结骗取、
违反政策挪用等，这些都暴露出有
关单位选人用人不规范、管理制度
不健全、监管责任不到位等问题。

查办案件不是目的，推动治理
才是根本。以问题为导向、以改革
为牵引，坚持地方“改”和条线
“治”相结合，行业治理、部门治
理、基层治理一体贯通，凝聚群众
监督、财会监督、审计监督合力，
让暗藏在福利机构的“风腐责”问
题逐渐暴露出来。
“蝇贪蚁腐”看似事小钱少，但

对群众而言，其危害程度并不小。
尤其是老年人因获取信息渠道狭
窄、维权能力较弱，一旦利益受损
难以发觉并有效维权。群众“福
利”不能沦为个人私利，决不允许
“鸡脚杆上刮油”，啃噬基层群众
特别是老年人的获得感。

□ 余世明 范昊天
《人民日报》4月 28日

严防群众“福利”
沦为个人私利

官员结交政治骗子的本质是
政治投机，根源在于扭曲的权力
观与失守的政治理性。政治骗子
正是精准捕捉到这类心理，通过
营造神秘身份、夸大关系资源，伪
装成“能人”，以更隐蔽灵活的方
式渗透官员圈层，形成灰色利益
勾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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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例！抢票软件被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近日，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知识
产权典型案例中，其中一例“抢票软件
不正当竞争案”引发关注。该案原告是
一家知名娱乐票务代理公司，涉及的门
票销售从演唱会到体育赛事，从话剧到
亲子展览，几乎涵盖了现场娱乐的所有
领域。而被告郑某忠在某二手购物平
台，售卖针对原告 APP的抢票“外挂”软
件。他开发的抢票软件通过技术手段模
拟人工操作，可以提高订单信息的填写
速度，并可在短时间内重复提交，增加
了在原告平台抢票成功的概率。这起案
件被认为是全国首例认定抢票软件构
成不正当竞争的判例。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杨裕昆表示：本案中，被告向消费者提
供的是两款软件。使用蓝色软件开放设

备底层权限后，用户就可以使用红色软
件开始抢票，输入卡密，账号密码，想要
抢的演出门票后，打开原告 APP，可以
自动完成购票信息填写验证，并开始高
频次抢票。杨裕昆说：与一般消费者人
工抢票相比，使用被告的“外挂”软件，
抢票成功率会大大提升。因为在人工点
一次的时间内，被告的“外挂”软件已经
可以发送上百次的购票请求。

原告平台高级法务经理认为：被告
销售专门针对我们售票 APP的“外挂”
软件，破坏了我们的正常运营秩序，同
时也破坏了公平的购票秩序，损害了
我们的合法权益，构成不正当竞争。要
求被告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及合
理开支。

经过审理，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认定被告郑某忠的
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审判员刘
蔚雯表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规
定，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影
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方式实施妨碍、破
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
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被告销售抢票
软件的行为，虽然不会直接导致原告单
场演出售票收益减少，但是客观上增加
了原告平台的经营成本，损害了原告平
台的经营利益和商誉，实际上侵害了原
告的竞争利益。

郑某忠开设的店铺经营了约四个
月，其间每帮助用户抢票一次的费用为
8.8元，人民法院最终判决被告向原告支
付两万元赔偿。

记者观察发现，目前网络购物平台
和短视频平台上，存在着不少抢票服
务，也有不少商家在平台上兜售抢票软
件，已然形成了一条灰色产业链。

法律专家表示，针对目前网络上仍
然存在的大量抢票业务和抢票黑灰产
业链，这起全国首例认定抢票软件构成
不正当竞争的典型案例，具有重要示范
意义与制度导向价值。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表示：这
个案子具有非常大的典型意义。它不仅
是针对抢票类软件，它针对嵌入式的、
“外挂”式的，利用别人现有的市场份
额，嵌入自己经营范围的，这样择肥而
食的经营行为，起到警示作用。

□杜宇
央视新闻客户端 4月 28日

4月 2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
消息，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张效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通报
称，张效廉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
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
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
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
应予严肃处理。通报还指出，张效廉丧失
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官迷心窍、利令
智昏，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

无独有偶，重庆市委原常委、政法委
原书记陆克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
央组织部纪检监察组原组长李刚，同月
亦因同样问题被通报。

“政治骗子”的骗术
在成为纪检监察机关的特定用语

前，“政治骗子”一词多见于反腐专题片
中。2023年 1月，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
会首次明确提出，要严厉打击所谓“有背
景”的政治骗子；2024年 1月，二十届中
央纪委三次全会再次提及“打击政治骗
子”。同月，修订后施行的《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新增了
关于结交和充当“政治骗子”的处分规
定，这是相关内容首次被正式写入党内
法规。

何谓“政治骗子”，《中国纪检监察杂
志》曾在 2023年指出，“政治骗子”指自
称系领导干部亲友、同学、秘书、智囊等
特殊关系，其真实身份大多没有正当职
业、以招摇撞骗为业的骗子。

他们的骗术并不高明。中国社会科
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孙大伟
表示，这类人群通常冒充领导干部或其
亲属、身边工作人员，或伪造与高官的合
影，或谎称“上面有人”，以此制造掌握
“内部信息”的假象，声称可以找关系帮

人“跑官要官”，借机行骗。
此外，不少政治骗子还打着“消灾避

祸”的幌子行骗。甘肃省原省委常委、副
省长虞海燕被查前，特意找到当地一名
自称在中纪委工作过的人叫上妻子一起
去“培训”，演练如何对抗调查。“后来专
案组调查完以后跟我说，这个人就是兰
州市公安局的退休干部，听了以后我都
觉得丢人。”虞海燕在忏悔时说。

在专家们看来，政治骗子的伎俩大
多拙劣。孙大伟指出，这些骗术甚至“一
眼假”，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本
应具备基本识别能力，但在“宁可信其
有、不可信其无”的思想作祟下，宁愿铤
而走险；或在“有枣没枣打一竿子”的自
我安慰下，逐步放弃了警惕，任其摆布。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政治骗子，政治
掮客同样需要高度警惕。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党建部教授强舸表示，相比纯
粹伪装的政治骗子，政治掮客通常拥有
一定真实背景，能够兑现部分承诺，借此
寄生于官场运作体系之中。二者的共同
特点是熟悉官场心理与政治生态，活跃
在人事变动期。

至于行骗手段，警示片《围猎：行贿
者说》也有披露。水电十四局安装公司的
普通技术员白建丽通过互联网和报纸，
搜集了云南省领导干部简历和省管干部

任免职公示资料，在与人交往时侃侃而
谈相关领导的履职、任职等情况及共事
细节等，以彰显自己与领导关系亲近骗
取他人信任。

“政治骗子”的成因
“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滋生

政治骗子的内因。说到底，是信仰迷失、
精神迷失。”孙大伟指出，同时也反映了
地方政治生态出了问题，尤其是干部选
拔任用中的不公正、不科学，为“政治骗
子”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韩锐在《“政治骗子”的成因及治理之策》
中分析，当前个别地区党政主要负责人
独揽大权、任人唯亲，造成一些党员领导
干部为谋求升迁而被迫“攀关系”“找门
路”，使得“政治骗子”有空可钻。

此外，组织部门与纪检部门考察机
制的脱节，也曾为政治骗子提供可乘之
机。强舸指出，过去一些能力突出但廉洁
性存疑的干部仍能获得提拔，埋下隐患。
近年来，通过完善考察程序、强化集体决
策，这一问题正在逐步修正。

地域与历史文化因素同样不容忽
视。云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
主任冯志礼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撰文
指出，以云南为例，当地由于地理条件造

成的信息闭塞和交通不便的特点，反映
到政治文化上，一些党员干部有“天高皇
帝远”的政治潜意识。这种“边缘政治”和
信息不对称也给“政治骗子”提供了运作
空间，一些“政治骗子”利用干部攀附心
理搅动地方政治生态。

值得关注的是，结交政治骗子的官
员中不乏高官。在专家们看来，高官结交
政治骗子并不意味着骗术“升级”，也不
一定是对风险毫无察觉。孙大伟认为，不
排除部分高官在权衡得失后，采取了放
任甚至默认的态度。

强舸进一步指出，高官多出于巩固
地位、谋求更高政治利益的目的，虽政治
敏感性较强，但受高额利益预期和侥幸
心理驱动，会有意容忍甚至利用骗子；而
低层级官员因资源匮乏、缺乏安全感，更
倾向于将骗子视为突破现状的跳板，心
态更为急迫而盲目。“并不都是轻率决
策，可能这些资源和利益本身就是非法
所得，在‘成则得利，败亦无碍’的心态下
选择投机。”

如何防治？
专家指出，治理“政治骗子”，需从制

度设计、机制完善与政治生态净化等多
个维度综合施策，形成系统治理格局。

准确识别与依法认定政治骗子，是

治理的基础。但在实践中，识别难、认定
难成为主要障碍。虽然《条例》已将结交
或充当政治骗子的行为纳入党纪处分范
围，但在实际操作中，约束力仍显不足。

在治理策略上，强舸建议，应从司法
层面进一步探索和细化对非党员、非公
职人员政治骗子的规制。他指出，与其将
治理重点放在打击政治骗子上，不如加
强对干部的教育和管理，特别是规范与
不明身份人员的接触，“干部警惕性提
升，骗子自然失去生存空间”。同时，强舸
也提醒，在招商引资、争取项目等正常公
务活动中，与陌生人员的初步接触不可
避免，且多为公开透明。一旦识别出可疑
人员并及时中止交往，应视为合规操作。
“否则，简单归罪会导致执纪执法失衡，
破坏正常公务交流环境。”

打击政治骗子、提升干部防范能力，
仅是治理的一部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
清除政治骗子赖以滋生的关系网及其背
后的利益土壤。孙大伟指出，纪检监察机
关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既要严肃查处个
案，也要彻底打破隐藏其后的利益链条
和权力纽带。“应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坚
持打持久战，久久为功，才能真正净化政
治生态，有助于从根本上铲除政治骗子
滋生的土壤”。

阴 解雪薇
《中国新闻周刊》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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