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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北方某省乡村走访时，不少
村干部让记者“参观”满墙的各种机制
的牌子。村干部说，很多牌子不一定有
啥作用，但是必须得有，因为要检查。

在该省的不少村屯，记者看到村委
会的办事大厅和各个办公室墙上，除了
张贴各项公开事项表格，还挂满了大大
小小、各种颜色、各种名目的牌子。例
如公共法律服务室、道德银行、综治中
心、合作社等，有些同一工作的牌子还
不止一个。

在某村村委会，记者看到“道德银
行”就包括名牌、评审小组、管理办法
等共8个牌子，挂了整整一面墙。当问
到“道德银行”有什么用时，村干部解
释，就是上级部门让挂的，说是会来检
查，具体“道德银行”怎么搞还不是很
清楚，也没有开展具体指导和活动。

在另一个村的村委会，村干部把记
者带到一个小仓房，里面堆放着几十个
牌子。村干部说，很多牌子都要检查，
但墙上没地方挂，只能先堆放在仓房

里，等来检查时再找地方挂上，光制作
这些牌子，村里就花了上千块钱。

有村干部说，每块牌子对应一项职
能，很多牌子的背后都会有一套完整的
规章制度，这些工作的责任都由村干部
承担，本来村干部人数就少，所以很多
工作只是流于形式。他们表示，很多机
制牌子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常年没有开
展过活动。受访干部表示，“有牌无服
务、上墙不上心”，基层阵地不该是

“挂牌阵地”。

近日，注销手机号可能存在个人
信息泄露、财产安全等风险隐患的话
题引发社会关注。注销手机号到底存
在哪些潜在风险？注销手机号我们应
注意什么？

注销的手机号多久重回市场？

中国电信客服表示，根据国家规
定，所有号码都是循环利用的，用户
手机号注销后，会有90天的冷冻期。
此期限过后，才可能被重新投放市场。

中国移动客服表示，手机号在销
户后存在90天冷冻期，冷冻期内用户
本人仍可找回该号码继续使用，冷冻
期后号码会再次进入号码库用于后续
向市场投放。

中国联通客服表示，用户注销号
码时，营业厅服务人员和业务受理单
上会提醒及时解除相关互联网应用绑
定，避免个人信息泄露。同时，中国
联通已与部分主流互联网企业建立了
信息共享通道，为用户提供免费查询
和清理服务。

“主动注销手机号和被动注销手机
号，号码重回市场时间略有不同。”业
内专家表示，根据行业相关规定，用
户主动注销手机号，运营商在90天的
冷冻期后才能重新投放该号码；因欠
费等原因而被动注销的手机号，一般
在半年后才会再次投放。

注销手机号可能带来哪些风险？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
发展和网络实名制的深入推进，从餐
厅扫码点餐到机构办理各项业务，在
生活的方方面面，“手机号+验证码”
已成为各类平台、应用最为便捷的实
名认证手段之一。

一个手机号码到底注册和绑定过
多少个应用程序或业务，绝大多数人
根本记不清。

目前，注销的手机号重新回到市
场上，前主人未解绑的应用或认证业
务，有可能被号码新主人使用或关联。

有网友反映，新办的手机号，有
时还会收到相关部门有关号码前主人
的欠费提醒短信；有人新办的手机

号，会收到号码前主人的网贷逾期短
信等信息。

注销手机号，如果不主动解绑或
取消各类应用和业务的认证，后续的
号码使用者将有可能登入前主人的应
用账号，进行各类操作。同时，号码
原主人在各个平台、网站、App里的
个人信息、账户设置密码等关键信
息，也可能被泄露……

这些可能性，将给手机号的原主
人带来财产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的潜
在风险。

注销手机号需注意哪些事？

注销手机号，关键在于解绑号码
认证过的各类平台、网站、应用和业
务。

据专家介绍，目前没有哪个软件
可以查到电话号码名下所有的注册信
息。此前，工信部推出了“一证通
查”服务，可以查询用户在微信、
QQ、抖音、京东、美团等App上的
注册情况。

消费者可通过工信部政务微信号
“工信微报”和“工信部反诈专班”等
微信公众号，以及支付宝“一证通
查”小程序等方式进行查询，之后逐
一解绑。

据了解，在工信部指导下，中国
移动开发了二次号码解绑服务，在号

码再次投入市场前，会通知互联网应
用提供商，对已接入的互联网应用进
行解绑，目前已覆盖支付宝、淘宝、
唯品会、快手等11个应用。下一步，
自助解绑功能将上线中国移动App。

“大平台安全机制和防护手段相对
完善，小网站、小应用数量庞大，应
是注意的重点。”电信分析师付亮表
示，很多小型应用大家可能只在注册
时认证和使用过，之后忘记的可能性
很大。目前，还没有较为有效的技术
手段能够一次性解绑各类应用。

专家建议，普通人在生活中用手
机验证时应多留个心眼，尽量减少不
必要的手机认证和一键登录等授权行
为；尽可能少在互联网平台上存储个
人隐私信息；注销手机号时，尽早把
银行、互联网支付工具关联手机号码
修改为新的自己正在使用的号码；不
在多个平台上使用同一个密码，可设
计分级密码，如餐饮类用密码A，办
事类用密码B。

“关于注销手机号可能带来的财产
安全风险，大家不必过于担忧。”付亮
表示，金融机构、头部网络平台，在
涉及资金功能等方面都设置了多重保
障。想要进行大笔资金交易，除了第
一道手机认证外，还会需要密码、指
纹、个人信息、人脸识别等多重认证。

（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检方通报邯郸初中生遇害案

3名未成年
犯罪嫌疑人
被核准追诉

新华社石家庄4月8日电 4月8日，河北省人
民检察院发布通报称，河北邯郸初中生遇害案中3
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为故意杀人，情节恶劣，应当
追究刑事责任，按照相关法律，河北省检察机关逐
级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张某某、李某及马某某核
准追诉。

通报称，2024年3月10日，河北省邯郸市肥
乡区初一学生王某某被杀害。3月11日，涉案的
张某某、李某、马某某3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公
安机关全部抓获。检察机关高度重视，依法提前介
入公安机关侦查活动。3月21日，邯郸市肥乡区
公安局对涉嫌故意杀人罪的张某某、李某及马某某
提请检察机关核准追诉。

通报还称，检察机关审查认为，张某某、李某
及马某某3人作案时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
故意杀人致被害人王某某死亡，情节恶劣，应当追
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
条第三款的规定，河北省检察机关逐级层报最高人
民检察院对张某某、李某及马某某核准追诉。近
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依法决定对犯罪嫌疑
人张某某、李某及马某某核准追诉。检察机关将在
严格依法办案的同时，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进
一步加大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力度。

4月10日将迎“龙年龙月龙日龙时”

如此有趣现象
今年出现3次

新华社南京4月8日电 10日7时至9时将迎来
本年度首个“龙年龙月龙日龙时”。今年共会出现3
次“龙年龙月龙日龙时”，这是使用传统干支和生
肖纪法来标记年、月、日、时形成的有趣现象。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
绍，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十天干，子丑寅卯辰
巳午未申酉戌亥为十二地支，它们排列成60个干
支组合：甲子、乙丑……癸亥，以此记录年序与日
序，如此循环往复。

我国农历至今仍沿用干支纪年、纪日，农历年
按干支纪法和生肖纪法命名，比如今年为甲辰龙
年；农历日按数序纪法和干支纪法命名。王科超
说，现在的农历以朔望月作为划分月份的标准，用
数字来定月序，但在2000多年前，古人已采用十
二地支来标记月份，并以冬至节气所在的农历十一
月为子月，十二月为丑月，正月为寅月……以此类
推，并配合天干使用。按照这种干支纪法，今年的
正月十五也可称为：甲辰年丙寅月戊午日。

我国古代同样也用干支纪时，即将一昼夜分为
十二时辰，以十二地支循环纪时。对应到一天的24
小时，两个小时为一个时辰，子时为23时至1时，
丑时是1时至3时……亥时对应21时至23时。

“我国古人又以十二生肖对应各个地支，今年
为甲辰龙年，所谓龙月、龙日、龙时即为辰月、辰
日、辰时。”王科超说，2024甲辰龙年的龙月里有
3个龙日，因此将出现3个“龙年龙月龙日龙时”，
分别在4月10日、4月22日和5月4日的7时至9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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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手机号我们应注意什么？

近日，注销手机号可能存在个人信息泄露、财产安全等风险隐患的话题引发
社会关注。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4月8日,
《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减负之下，一
些基层形式主义花样仍多：墙上挂满牌，
有牌无服务，上墙不上心》的报道。

一些村委会的办事大厅和各个办公
室墙上，挂满了大大小小、各种颜色、
各种名目的牌子。有的村干部说，光制
作牌子，村里就花了上千块钱。

有村干部说，镇里给各村聘请法律
顾问，每年需缴纳4000元钱，法律顾

问是谁也不知道，不管有没有需要必须
得交钱……

在北方某省部分乡村走访时，有村
干部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反映，当地仍
存在一些形式主义和增加村级负担的情
况，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

近期，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北方某
省部分乡村走访时，有村干部反映，当
地仍存在一些形式主义和增加村级负担
的情况，比如，一些岗位、机制牌子大

于内容，上级检查、调研走形式，不明
收费难以入账等。

近年来，国家持续深化拓展基层减
负工作，提高农村基层治理水平。多地
陆续出台了具体措施为村级组织减负。
基层干部表示，目前整治形式主义和官
僚主义成效明显，但有些领域的形式主
义依然花样较多。受访专家建议，建立
健全落实基层减负的推进机制，优化考
核评价体系，真正为基层松绑。

近年来，国家明确要求为基层减
负，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并持续深化拓展基层减负工作，提
高农村基层治理水平。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
负的通知》，要求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
主义问题，切实为基层减负。2020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机
制牌子和证明事项的意见》，旨在进一
步把村级组织和村干部从形式主义的束
缚中解脱出来，不断提高农村基层治理
水平。

多地积极落实中央文件精神，陆续
出台相关措施。例如，青海省压减村级
组织协助政府工作事项67%以上，依法
依规取消5种不应由村级组织出具的证

明事项；湖北省出台大幅精简文件、大力
压缩会议、建立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5
个部分、21条措施；甘肃省出台推进整
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工作措施，在
压减会议数量、提升督查质效、精简开展
调研等14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有的基层干部表示，仍有一些看似
对基层的规范、指导和帮助，实际上是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祟。为基层减负
关键在一个“实”字，要看有没有解决
实际问题、群众的评价怎么样，要让一
线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干
事创业。

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防止“拍脑
袋决策”，杜绝“政绩工程”“面子工
程”“新形象工程”。立足实际优化完善
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坚决整治执行简单
化、“一刀切”、层层加码等问题。

建立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受访干
部建议，建立健全各级为基层减负专项
工作机制，各地各部门切实履行主体责
任，统筹协调推进落实，确保出台的各
项措施落到实处。

优化考核评价体系。受访干部认
为，考核应突出查民情、看实绩、比实
效，轻痕迹管理，形成良好结果导向，
把基层干部从“材料台账”和“迎检报
告”的疲惫中解放出来。他们建议，上
级调研、检查等应优先安排到问题集
中、矛盾突出、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
方，促进各地不断打造新亮点、创造新
经验、发展更均衡。各部门应进一步梳
理没有法律法规或政策依据、没有经费
保障、没有实际效用、群众不认可的机
制牌子和证明事项，下大力气为基层减
负松绑。

有乡镇干部反映，目前接待各种调
研、参观、检查明显偏多，一天曾经接
待过八波客人，疲于应付。他说，很多
上级调研，乡镇都是提前一天才接到通
知，上级部门给发了调研提纲，有关于
健全种粮保障机制、村庄建设布局等各
个方面，还要求了解普通农户、种粮大
户的情况，一些问题乡镇干部也不知如
何回答。为了充分准备，乡镇干部与各

村村干部、种粮大户等多次沟通，将情
况梳理后再通过座谈会向调研组汇报。
他还提到，还有一些单位到村镇调研走
马观花，并没有跟大家深入交流、探讨
问题，但是都需要村镇干部陪同。

在某村村委会，桌子上堆放着厚厚
一摞A4纸，足有上百张。这是村干部
打印出来的井房管理日志，上面填写着
供水时长、是否清扫和消毒等信息。记

者随机拿起几张查看，内容基本一样。
村干部告诉记者，每天都要填写一张，
每年上级部门会来检查这些日志，并把
这些日志作为井房管理的重要凭据。

但据记者了解，该村井房由具体村
民负责日常维护，并不填写管理日志，
而日志是由村干部集中填写。

一些村干部反映，这几年，春耕秋
收时农机、农用车出入村屯频繁。为保
障农忙时节乡村道路交通安全，上级部
门要求每个村在村口设置“交通劝导
员”岗位。但村干部表示，交通劝导员
耗费人力物力，难以发挥作用，形式大
于内容。

有的村屯甚至安排10多个人轮流
当交通劝导员。这些人每天在村口的交
通劝导站待近10个小时，负责提醒和

纠正村民违规驾驶农用车的行为，每年
工作四五个月。一位村干部说，交通劝
导员没有任何执法权，根本管不了人，
成了摆设，只是用来应付检查，每年村
集体要支出人力成本上万元。

一些收费项目没发挥作用或“师出
无名”。村干部反映，每年上级部门一
些收费项目没有发挥作用但又不能不交
钱。有村干部说，镇里给各村聘请法律
顾问，每年需缴纳4000元钱，法律顾

问是谁也不知道，不管有没有需要必须
得交钱。

每年秋收后到春耕前，村镇一项重
要工作就是“秸秆禁烧”。一些村干部
反映，当地派出所借巡查秸秆禁烧工作
向村里索要 3000 元钱，算是“辛苦
费”，但这笔钱“师出无名”，报不了
账。镇上让村里找个名目，村里只能把
这笔钱放到环境整治等项目里报账。

墙上挂满牌，有牌无服务

“无用岗”、无名目乱收费，增加村级财务负担

调研、检查不“接地气”，基层疲于应付

为基层减负重在“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