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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李某因一份需要人脸验证的兼职泄露了个人信息，后来莫名其妙地成为了多家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高管。他在报考公务员时无法通过资格审查，没能参加考试。

身份被冒用，导致工作生活受影响，并非个例。人脸识别被滥用，暴露出个人信息在采
集和使用上的乱象，也反映出一些地方公司注册环节把关不严的问题。避免普通公民“被法
人”，要从问题根源入手。在个人信息采集上，不能无限扩大范围，更不能“只采不管”，导致
泄露风险。在公司注册审批上，不能让不法分子钻空子。 （文/艾丹）

荒唐的“被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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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省委召开专题会议强调，加快推动
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就地城镇化和“双集中”
发展，深入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要求严格落
实试点工作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开展
工作，既把“规定动作”做到位，又把“自选动
作”做出特色。

工作怎么做，关系到做得怎么样。关于
创造性开展工作，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论述：

“要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增强大局观念，牢固树立全国一
盘棋思想，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创造性开展
工作，真正让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对
各地而言，创造性开展工作体现辩证思维，彰
显务实态度，考验创新精神。

试点工作是一项探路寻路的工作，尤其
要有敢于创新、先行先试的胆识与勇气。无
论是加快县城“双集中”和就地城镇化试点，

还是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试点，都有很多难
点待破、很多问题待解，没有那么多现成的经
验可用。提升县城建设质量和公共服务水
平、发展县市主导产业、以小流域综合治理蹚
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任何一个问
题都没有标准答案，放在不同的地方，都会有
不同的解题方法和思路。

既把“规定动作”做到位，又把“自选动
作”做出特色，是对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
的有力阐释。“规定动作”做到位，并非指按部
就班、照本宣科，而是指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把精神吃透，把原
则守好，把目标锁定。“自选动作”做出特色，
并非要标新立异、自搞一套，而是要更好地结
合本地实际，激发干部的主动意识和群众的
首创精神，摸索符合自身特点的解题经验。

“规定动作”做到位，“自选动作”做出色，

两者之间是统一的，共同作用于提升工作科
学化水平和群众满意度，确保工作高标准推
进、高质量见效。事实上，无论是开展一些试
点工作，还是推进常态化工作，创造性开展工
作的主动性都不可少。创造性开展工作，正
是要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力戒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做到因
地制宜、因时制宜，求真务实、实事求是。

各地各部门在落实工作的过程中，要有
“严格对标对表”的意识和举动，要有主动破
解难题的勇气和办法，要有扎根实际、问计
于民的作风和姿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
作大局，紧扣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工
作要求，既把“规定动作”做到位，又把“自选
动作”做出特色，破除经验依赖症，避免政策

“等靠要”，我们就能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局
面。

“规定动作”做到位“自选动作”出特色
□ 湖北日报评论员 艾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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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把“规定动作”做
到位，又把“自选动作”
做出特色，是对结合实
际创造性开展工作的有
力阐释。破除经验依赖
症，避免政策“等靠要”，
我们就能不断打开事业
发展新局面。

前段时间，国家知识产权局
相关负责人透露了一组数据
——截至 2023 年底，我国国内
（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拥有量
达 到 401.5 万 件 ，同 比 增 长
22.4%，成为世界上首个国内有
效发明专利数量突破 400 万件
的国家。（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6
日电）

产权保护制度有“定心丸”
之称。一个企业成长壮大不容
易，知识产权保护出问题，会遭
受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案
件，危害性不小，处理不力，就
会助长不正之风。国货“潮品”
要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如果
没有商标制度、品牌保护保驾
护航，人们会有多少信心为坚
持自主创新、坚守国民情怀的
国货买单？基层消费市场，以
假乱真不时冒泡，这里“雪碧”
变“雷碧”，那里“康师傅”变“康
帅傅”，美好生活必然打折。

古今中外，任何社会，都有
通过盗窃获取财富的事情。对
财产权的尊重，就是对劳动、竞
争和能力的尊重，并承认勤奋劳
动和能力差异所导致的财富不
平等，这是社会进步的条件和结
果。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各类
产权保护的本质，就是保护各类主体创新创造的
内驱力，保护各类人员劳动成果的所有权，保障
各类创造者的应得利益，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和创
造力。

知识产权保护是长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的一
个词，它“与我有关”，不虚幻，也不高高在上。一
个企业来到一个地方，一切创新产出不会被轻易

“拿走”，被“拿走”了也能在保护措施中“追回
来”，内心才能安定。潜心搞发明的人，投入大量
心血，用心付出才能得到用心呵护，创新的基础
才能牢固，创新的水源才能充沛。一个人走进一
家小店，买到的东西，是“美猴王”，而不是“六耳
猕猴”，消费就是自自然然，而不是防不胜防。我
国推进知识产权保护的诸多故事，涉及高价值发
明专利创造、创新型企业、专利密集型产业等领
域，也包括地理标志产品等各种商品门类，这里
面包含多少产业、多少行业、多少企业、多少个
体，大家就是以参与者、建设者、共享者等不同的
身份与知识产权保护这个词产生联系。

我们要建设知识产权强国。这个“强”，看量
更看质，这个“质”，如果铺展到社会的角角落落，
看的就是更多人手上是否有“定心丸”，是不是在
走出门后，我们遇上的桩桩事、件件物，都有可靠
的质量、真实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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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广东中山的外卖骑手朱先生
发生意外，造成左足骨折、全身多发挫擦
伤。因广东省于2022年7月起按要求实
施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朱先生报销
了3000多元医药费。在开展职业伤害保
障试点的7省市中，还有不少外卖员像朱
先生一样享受到了这份保障。（1月23日

《光明日报》）
风里来雨里去，当外卖骑手、快递员

走街串巷给公众生活带来便利之时，劳动
安全保障一直存在一些盲区。有的骑手
虽签订合同，却因服务外包等复杂情况难
以被平台认定为劳动关系，在伤害发生时
维权无门，送货途中摔伤了只能“自认倒
霉”；有的骑手为了不超时、不被投诉，就
超速、逆行、闯红灯，安全状况异常严峻。
数据显示，2022年上海市对外卖骑手、快
递员日均查处量达 3000 余起，占日均非
机动车交通违法总数的20%。如何让这

些人“慢下来”，让他们的权益保障“立起
来”，社会各界一直在关注、探讨。

与传统就业相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在劳动关系、工资支付、社会保险等方面
面临着更多挑战，各类权益保障难题日益
凸显，焦点之一便是职业伤害保障问题。
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 8400 万人，
占职工总数的21%。无论是从关心劳动
者的角度，还是从保障社会安全稳定的视
角，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都应
与时俱进地加以完善。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关系必须
厘清，职业伤害保障必须到位。推进职业
伤害保障，要及时了解、关注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的诉求、需求，在报销比例、报销便
利程度等方面下功夫，确保职业伤害保障
成为兜底性的民生工程，让劳动者权益得
到最大限度保障。

职业伤害保障
应覆盖每一人

□ 龙敏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