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家侦探”受雇非法安装定位器，

跟踪偷拍他人，非法获取行踪轨迹等个

人信息后出售获利。近日，重庆市江北

区人民法院对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的宣判，再次给“私家侦探”敲响了警钟。

“私家侦探”是指国家机关以外从事

民商事务调查服务的人。我国法律规定

只有国家机关特定工作人员，才具有刑

事案件侦查权。根据法律规定，个人信

息种类多样，不仅包括姓名、证件号码、

通信方式以及住址，有一些行踪轨迹、财

产状况、账号密码等也都属于个人信息

范畴，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格保护，任何个

人或组织未经授权都不得侵犯。而“私

家侦探”随意用非法手段获取公民个人

信息并出售赚钱的行为，给公民个人信

息安全造成威胁，严重损害公民的合法

权益，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必须

采取有力措施，坚决依法打击治理“私家

侦探”违法犯罪活动。

公检法机关要对“私家侦探”使用科

技手段侵犯人权和实施犯罪的，坚决追

究，查清事实，依法惩处。告诫从事市场

调查等职业的人员，一定要从上述案件

中吸取教训，自觉遵规守法，切莫踩踏

法律的红线。同时，要运用多种形式和

典型案例，广泛宣传“私家侦探”的危害

性，特别是侵犯人权、危害社会治安、危

害社会稳定的恶劣性，教育群众发生刑

事案件及时报警，通过警方调查处理；

发生家庭、邻里纠纷，要找正规组织机

构调解处理，不要找“私家侦探”通过非

法手段侵犯人权获取证据，彻底铲除滋

生“私家侦探”违法犯罪的土壤。建议

立法机关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加快立

法或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以便对打击

惩处“私家侦探”违法犯罪有更为明确

的法律依据。 （李忠勇）

敲响“私家侦探”侵犯个人信息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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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切实保护耕地，节约集

约用地，提升土地管理法治化水平，我省已于

日前修订《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将于12

月1日起正式实施。

土地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

新《实施办法》结合我省实际，要求各级人民政

府统筹布局农业、生态、城镇等功能空间，划定

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

边界“三条控制线”，同时规定了国土空间规划

的效力，经依法批准的国土空间规划是实施用

途管制、用地审批以及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

动的基本依据。

我省是耕地大省，守好耕地红线，严保严

管是关键。新《实施办法》进一步强化对耕地

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的管理和保护，明确各级

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耕地保护负总责，其主

要负责人是本行政区域耕地保护的第一责任

人。同时在要求科学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确保

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的基础上，对涉及永久基

本农田的耕作层剥离作出特别规定，即经依法

批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建设单位应当将所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耕作层的土壤用于新开垦

耕地、劣质地或者其他耕地的土壤改良。此

外，还明确要坚决遏制耕地“非粮化”“非农

化”，禁止违法占用耕地从事非农业建设，严格

控制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

确保耕地优先用于粮食和蔬菜、油、棉、糖等农

产品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禁止任何组织

和个人闲置、荒芜耕地，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及其成员通过土地托管、代耕代种等模式，

恢复闲置、荒芜耕地耕种。

农村土地是农村发展的重要资源，是农民

增收致富的核心资产。新《实施办法》以维护

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为核心，明确了农用地转

用审批程序，细化了土地征收补偿及安置费的

标准和分配方式，更加符合现实情况和适应市

场经济发展，更有利于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

权益。值得注意的是，新《实施办法》着重强调

申请征收土地需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和相关

规划、计划要求；特别规定征收农村集体建设

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采用宗地地

价评估的方式进行补偿安置，突出农村集体建

设用地的资产属性；同时，收紧被征收土地地

上附着物、青苗等补偿标准审批权限。

为构建严格高效的建设用地管控制度，新

《实施办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要坚持土地要

素跟着项目走，统筹新增和存量建设用地使

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合理用地需求。同时，

要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用途拓展至旅游、娱

乐等经营性用途，为文化、旅游产业赋能乡村

振兴提供土地要素保障。为了保障美丽乡村

建设用地需求，新《实施办法》还特别规定了农

村集中居民点建设用地审批程序，同时出于便

民考虑，规定农村村民原地拆旧建新且不超过

原批准用地范围建住宅的，无需另行审批，但

应当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安徽法制报记者 徐奥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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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如何再次拿起书，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已

经成为一个引起许多人焦虑的问题。比起直

接去读一本书，现在人们更愿意花一条短视频

的时间去听自媒体博主讲书。类似新东方等

公司转行开启电商直播卖书的赛道后，一方

面，书籍的销售量更为可观，另一方面也令人

深思，以新媒体的方式卖书、买书固然方便，但

能否真的让人找回阅读的感觉呢？

“读书”与“数据量”的频频挂钩，无疑体现出

新媒体时代全民的阅读焦虑，人们正争相以新媒

体的方式取代传统阅读的方式来获取信息和知

识。比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站近日（2022年

11月4日）公布了2022年第二季度优秀网络视听

作品推选活动的评审结果，一档由百度百家号与

中信出版集团联合出品的《深夜书房》读书类网络

综艺节目名列其中。这档节目从今年3月上线

后，在两个月内就迅速达到三千万全网播放量。

尽管“读书”与“综艺节目”的联合听起来

颇有混搭的意味，但却符合新媒体时代的阅读

新趋势。其实读书节目不乏经典之作，比如中

央电视台已出品三季的《朗读者》就是这类趋

势的代表。但与《朗读者》强调阅读中凸显个

人成长、情感体验等特色不同的是，作为一档

“网综”节目，《深夜书房》的模式则是更具新媒

体传播特色的“文化对谈”。每期节目邀请学

者、文化名人、素人组成三人小组，分享各自对

一个新媒体热点话题的看法和相关阅读心得。

观众通过观看读书综艺，倾听嘉宾对书目

的解读和分享，来获得相关话题的知识，以缓解

自己在信息不足和见解缺乏等方面的焦虑。这

也体现出新媒体时代这种获取信息、吸取知识

的路径，与阅读所需要的思维方式有本质区

别。在《娱乐至死》这本书里，作者说：“对于我

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天气预报有时有用；对于

投资者来说，关于股票市场的新闻可能有用；但

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信息都是不起作用的，至

多是为我们提供一点儿谈资，却不能引导我们

采取有益的行动。”如果沉迷于我们实际生活并

不相关的新媒体网络上的短视频谈资，就让原

本可以用来挖掘人生意义的时间白白流失。

更何况，现代人一天接受的信息量甚至可

能是古代人一生的信息量。获取信息越多，当

然有可能利于人们开阔视野，打破认知上的局

限。但是，又难以摆脱数据和算法带来的信息

茧房，每个人都倾向于获取自己喜欢的信息，而

新媒体的运作机制又强化了这一点，让人越来

越生活在同温层之中，兴趣爱好甚至是思维方

式都会越来越固化，慢慢看不清世界本来的样

子。而读书比起新媒体的传播，具有更大非功

利性，它不要求在短时间内解除信息焦虑，而是

强调阅读的过程。靠阅读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

更加完善，也更具有整体性而非碎片性。

对于广大观众和读者而言，要想打破新媒

体时代的阅读焦虑，最重要的是认清读书网综

和短视频背后的商品逻辑。新媒体时代的阅读

生态乃至文化生态，在接受数据思维后，它的底

层逻辑终究是一种商品生态。观众和读者在追

剧读书网综、浏览短视频、观看电商直播卖书

时，在当下体验到的并非阅读和获取信息的快

乐，而是购买的快感。购买者，以短视频讲书的

方式，获取三言两语提炼的“核心观点”，省去自

主阅读的过程，实现对“干货”的虚拟购买，获取

到的是阅读焦虑的满足。在这个过程中，观众和

读者贡献自己的点击率和注意力，只能换来消费

者特有的虚拟的点赞权与转发权，而非知识。

那么，生活在新媒体时代的读者该如何解

除深层的阅读焦虑，该如何获取真正的知识并

实现自我提升？最终只有依靠自律，再次拿起

书亲身阅读。正如参与网综《深夜书房》的科

普作者李永乐在节目中所言，要想自我提升，

摆脱视野受限和信息焦虑，“多读书仍然是获

取更多回报最可靠的办法。所以，不用花心思

去另寻他法，读书仍是最佳出路。”（栗梓茜）

新媒体时代的阅读焦虑

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五款规定：“暴
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使
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
击等手段，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处三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该条款的适
用需要注意“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
职务”等关键词。

“暴力袭击”的理解。《指导意见》第一
条将暴力袭击的方式分为两种：一是直接
袭击，“实施撕咬、踢打、抱摔、投掷等”直接
对警察人身进行攻击的行为，《指导意见》
将“撕咬”“踢打”等情节较轻的行为界定为

“暴力袭击”，举轻以明重，使用凶器、危险

物品等袭警的行为更是属于“暴力袭击”，
这点在袭警罪加重情节中得到体现，适用
更高的法定刑。二是“实施打砸、毁坏、抢
夺民警正在使用的警用车辆、警械等警用
装备”间接对警察人身进行攻击的行为，在
《指导意见》实施之前，除非打砸、毁坏、抢
夺警用装备能够明显威胁到警察的人身安
全，否则很难认定为是暴力袭警行为，只能
按照妨害公务罪的一般情形进行处罚。

“正在”的理解。暴力袭警行为必须
发生在警察依法执行职务期间，即从执行
职务着手开始一直到执法完毕，从接到警
情开始，警察开始着手前往现场，一直到
将当事人带到办案地点，做完材料离开办
案地点为止。对于警察在非工作时间，依
照《人民警察法》等法律履行职责的，根据
《指导意见》也应当视为正在执行职务。
在民警非执行职务期间受到的暴力袭击、

拦截、恐吓等行为，不能认定为袭警罪。
“依法执行职务”的理解。“依法”是指

警察所执行的职务必须具有合法性，袭警
罪成立的前提条件要求执行职务行为是
符合法律规定的。在判定职务行为是否
具有合法性时，既要考虑职务行为在实体
规范上是否合法，也要考虑职务行为在程
序规范上是否合法。“执行职务”是指警察
履行职责的行为。既包括具有公法性质
的管理行为，如对可疑人员的盘查、场所
的管理等；也包括私法性质的民事行为，
如警察代表公安机关进行装备采购。笔
者认为袭警罪中的“执行职务”仅限于公
法性质的管理行为。若将警察所实施的
具有“平等关系”的民事活动视为袭警罪
中的“执行职务”，势必导致民事活动中双
方地位不对等，影响民事活动的公平。

（孙任嫱 王道元）

正确理解和适用袭警罪

【普法小知识】

11 月 26 日，怀宁县

月山镇工作人员在向老

年人开展反诈宣传。为

进一步提升群众防骗、

识骗、拒骗能力，营造全

民反诈的浓厚氛围，怀

宁县高度重视反诈 App

宣传工作，全方位开展

反诈宣传活动，增强群

众安全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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