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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 春

□ 本报通讯员 潘钟芬

          俞晓勤

  信息资产对于很多行业

而言，是其赢得竞争的关键。

技术类公司为获得这些大数

据，花费了大量人力、财力和

时间，如果这些数据被人使

用非法技术手段获取，不但

会对这些公司造成损失，而

且会损害整个行业的正常有

序竞争。

  近日，浙江省德清县人

民法院宣判了全国首起非法

获取地理信息数据刑事案

件，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

系统数据罪对张某、陈某、李

某3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

徒刑3年6个月至1年4个月不

等，并处罚金10万元至2万元

不等。

  德清县地理信息产业迅

猛发展，相关信息技术发展

所衍生的高价值产品功能，

很容易成为“黑客”的目标。

  《法治日报》记者从庭审

现场了解到，去年，德清县一

家地理信息产业公司Q公司

发现武汉Z公司对外出售假

冒的Q公司账号，但假账号

经过测试确实可以获取Q公

司的定位纠偏数据。Q公司

怀疑有人非法窃取了他们的

信息数据，于是报案。

  得知这一情况后，德清

县公安局迅速组成专案组，

德清县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

引导侦查，通过大量电子数

据勘验分析、调查，从调取的

超10亿条服务器数据中分析

出了被告人技术实现过程和数据通信链路架构，明确了

嫌疑人作案方式和技术手段，并对主要服务器程序功能

做第三方鉴定，明确其具有绕过Q公司安全风控措施的

功能。

  2020年8月7日，在当地公安机关配合下，专案组一举

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李某、陈某抓获。2021年1月25日，德

清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针对该案，德清县人民法院迅

速展开研判，并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经庭审获悉，2019年9月至2020年8月期间，被告人张

某、陈某未经Q公司允许，擅自使用被告人陈某编写的

XCORS.GwServer程序等技术手段获取Q公司等精确定

位差分系统的数据用于转发，由被告人李某提供售后、维

护，从而销售CORS服务账号，销售额合计达52万余元。案

发后，被告人陈某家属代为赔偿Q公司人民币70万元并

取得谅解。

  经过3次公开庭审，今年4月25日，德清县人民法院作

出宣判，被告人张某、陈某、李某违反国家规定，采用技术

手段，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

据，情节特别严重，已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

罪，依法判处被告人罪名成立，分别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

3年6个月、3年，缓刑4年和1年4个月，分别并处罚金人民

币10万元、8万元和2万元，并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扣押在

案的作案工具。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之规

定：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

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

  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前款规定以外的计算机信息系

统或者采用其他技术手段，获取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

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或者对该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

非法控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法院认为，本案中，根据检察院侦查并举证、法院依

职权调取的证据等显示，被告人张某、陈某违反国家规

定，未经受害公司允许，擅自使用被告人陈某编写的

XCORS.GwServer程序等技术手段，避开受害公司账号认

证、位置识别和处置转发行为的安全技术措施，获取该公

司精确定位差分系统的数据，用于转发，并由被告人李某

提供售后、维护，行为均已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

数据罪，根据其共同犯罪中的主次作用及认罪认罚态度

等，分别予以定罪量刑。

  法官指出，德清县的地理信息产业蓬勃发展，随着地

理信息应用日益发达，相关数据保护的战略意义尤为重

要。本案的审结，敲响了地理信息行业数据安全保护的警

钟，为促进信息产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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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育部公开曝光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问题，是自

十项准则出台后的“常规操作”，显示教育主管部门刹住教师群体中

不正之风的决心，也体现出对学生群体权利保护的重视

  ● 如何将相关规范有效地落实到位，形成切实可行的督导、检

查机制，各地各校如何对师德违规问题主动出击、及时处置，是未来

进一步营造教育领域良好生态工作的重点

  ● 要注意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法治因素，将师德师风建设的科

学评价、负面惩戒与正向激励结合在一起，加强师德师风事前教育，

引导教师认识到“育人”的使命，立德树人是根本任务□ 本报见习记者 孙天骄

□ 本报记者   陈 磊

　　日前，教育部对8起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典型问题进行公开曝光，其中包括教师体罚学生、伤

害幼儿、对女学生实施性骚扰等。

　　教育部称，高度重视师德师风建设工作，针对群

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查处和通报力度，

深化巩固师德师风治理成果。各地各校对师德违规

问题要主动出击、及时处置，坚决执行师德师风铁

律，把严管与厚爱的原则体现在师德师风建设与管

理中，把“害群之马”及时清除出教师队伍，努力营造

教育领域良好生态。

　　接受《法治日报》采访的专家认为，教育部对违

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问题进行曝光，有利

于规范教师行为，从而遏制教育领域内的不正之风，

为学生提供更加清朗的学习、成长环境。

　　专家建议，加强师德师风建设，需要教师、学校、

学生、家长的共同合力，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同时，

要注意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法治因素，教师发自内

心尊重学生人格尊严，才能够依法执教、依法从教。

曝光8起违规案例

惩罚措施引发关注

　　此次教育部公开曝光的8起违反教师职业行为

十项准则典型问题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天津市津南

区咸水沽第二中学原教师肖某某歧视学生事件。

　　“你妈妈一个月挣多少钱呢？别怪我瞧不起你，

×××的妈妈一年挣的钱比你妈妈50年挣的多！”2021

年2月，肖某某被曝光在课堂上歧视学生，公开对比

学生家长收入，多次对学生进行言语侮辱。

　　天津市津南区教育局给予肖某某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降低岗位等级处理并调离岗位；撤销其教师资

格，收缴教师资格证书，将其列入教师资格限制库，5

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教师资格。对学校主要负责人进

行问责，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现年25岁的赵女士在天津市河东区某小学担任

数学老师已一年多时间。肖某某一事令她印象深刻。

“在爆料者提供的音频里，肖某某公然对学生进行歧

视和侮辱，让我觉得特别难过，肖某某趾高气扬的态

度更是让我感到愤怒。”

　　由于同在天津，且距离较近，在肖某某一事被曝

光后，赵女士所在学校专门针对此次事件开会，强调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事实上，赵女士所在学校每年都

在定期开展师德培训。

　　据她介绍，每学期开始和结束，学校领导都会专

门开会强调师德师风问题，还多次请一些校外模范

老师到学校做讲座和培训。此外，校方还经常和老师

交流，了解教师的思想动态。

　　在赵女士看来，教育部公布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

项准则典型问题“很有必要”。“从我开始备考教师证，

就时刻提醒自己，师德是成为一名合格教师的必要功

课。近年来，不断有关于教师的负面新闻被曝出，不仅

给整个教师队伍抹黑，而且损害了师生关系。”

　　除肖某某在课堂上歧视、侮辱学生外，本次曝光

的典型问题还包括：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十二中学教

师刘某开办校外培训班、诱导学生参加有偿补课问

题；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第三小学教师赵某某体罚

学生问题；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中学教师吴某教学

方式不当问题；安徽省黄山市歙县聪明屋少儿服务

中心教师潘某某伤害幼儿问题；南京邮电大学教师

张某某要求学生从事与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无关的

事宜问题；河南大学文学院教师侯某某性骚扰女学

生问题；太原师范学院教育学院教师王某、武某不正

当关系问题。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北京市教育法治研究基

地执行主任姚金菊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认

为，本次曝光的典型案例尽管具体情况各不相同，但

性质均较为恶劣，且造成了不良影响。

　　纵观教育部此次通报中对于问题教师的惩罚措

施，除较为常见的通报批评、撤职、收缴教师资格证书

外，还列入教师资格限制库；在多个事例中，还对涉事

教师所在的学校和相关负责人进行了相应惩戒。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向《法治日

报》记者介绍，列入教师资格限制库，即限制问题教

师继续在教学岗位上工作。对学校相关负责人进行

惩戒，是为了强调师德工作不仅是教师的工作，更是

学校管理者的工作。

  姚金菊称，对教师所在学校的相关负责人进行

惩戒，说明负责人对学校教职工负有义不容辞的管

理责任，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少教师和学校之间彼

此推诿的情况，有助于责任单位进行全面的反思，肃

清教师队伍中的“害群之马”，防患于未然。

　　储朝晖同时提醒，不应只关注问题榜单，归根究

底还是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十项准则作为标准

确立教师群体规范

　　2018年11月，教育部为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

设，研究制定了《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

则》《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新时代

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通过在教育部官方网站检索发现，自2019年4月

起至今，教育部已先后6次对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

准则典型问题进行公开曝光。

　　在姚金菊看来，曝光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

则典型问题，是自十项准则出台后的“常规操作”，显

示教育主管部门刹住教师群体中不正之风的决心，

也体现出其对学生群体权利保护的重视。

　　姚金菊认为，教育主管部门主动曝光的方式，可

以极大地缓解司法资源紧张的现状，有利于维护教

师队伍的整体形象，有利于保障受教育者的合法权

益，从而抑制教育领域内不良风气的蔓延，为学生提

供更加良好的学习、成长环境。

　　对于十项准则具体分类为“高校”“中小学”“幼

儿园”的做法，姚金菊认为较为合理，“这背后的逻辑

其实是，教师面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所需具备的

专业能力各不相同”。

　　姚金菊认为，实际上，从三类准则的具体内容

来看，它们既有共性层面的规定，是所有教师群体

都必须遵守的基本规范，如坚定政治方向、自觉爱国

守法、传播优秀文化；又有个性层面的规定，针对大、

中、小学不同教师群体的职业特点进行“量体裁衣”，

如遵守学术规范（高校）、坚持言行雅正（中小学）、遵

循幼教规律（幼儿园）等。总之，此种分类既为教师

群体提供了一定程度上共通的行为规范，又考虑了

不同阶段教师的工作特点，具备了较强的操作性。

　　在肯定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的同时，姚金菊

还补充称，如果将其视作对师德师风进行评价的主

要标准恐怕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现实中，准

则更多是作为对教师群体的最低要求，是任何正在

从事或期望从事教师职业的人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

规范；另一方面，准则仅就目前教师群体内暴露出的

突出问题、重大问题作出规定，并未涵盖教师的专业

伦理与行为规范的方方面面。”

　　“换句话说，一位没有违反准则的教师可能是一

位合格的教师，但却未必是一位受学生爱戴与敬仰

的教师。”姚金菊认为，评价一位教师的师德师风水

平，除了从制度层面进行考量之外，还应该尊重学生

群体的意见，而且要健全学生评价机制，体现长周期

评价。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有赖多方合力解决

　　《法治日报》记者通过检索法律法规具体内容发

现，我国教育法、教师法中均对教师的义务作出了规

定。其中，教师法还规定了教师的法律责任。

　　师德师风建设相关的规范性文件还包括三类教

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即《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

十项准则》《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此外，还有《幼儿园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

办法》《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关

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等。

　　据姚金菊介绍，这些文件共同构成了相对完整

的制度体系，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动行政、积极作

为的重要手段，体现了政府“针对突出问题、回应基

层声音”的责任与担当。

　　姚金菊认为，现有的法律体系大致能够满足对

教师职业行为的基本约束。但是，法律的关键在于执

行，如何将这些规范有效地落实到位，形成切实可行

的督导、检查机制，各地各校如何对师德违规问题主

动出击、及时处置，是未来进一步营造教育领域良好

生态工作的重点。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同样认可目

前师德师风建设已有较为完整的制度和规范建设，

但仍然存在一些细节问题。

　　程方平提出，目前对教师职业行为的规则约束

是比较空的，缺乏对具体违反师德情况的针对性规

定。对于投诉教师的具体规则也没有进行相应的规

定。另外，目前的教师职业行为准则中并未区分基本

道德和专属的教师道德。“基本道德是所有人都应当

遵守的道德底线，而教师道德主要涉及教育教学以

及师生和家长关系。建设师德师风，应该对教师道德

的规定更专业化。”

　　那么，未来应该从哪些层面开展师德师风建设，把

“害群之马”及时清除出教师队伍？在专家们看来，这是

一个需要教师、学生、家长、社会等多方合力的过程。

　　储朝晖认为，对于教师个人而言，这是个人素养和

职业能力的问题。教师应该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争做

“良师”，而不是追名逐利的“名师”，应该积极接受培

训，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水平和思想道德水平。

　　姚金菊建议，在教师已有的政治素养、专业素养

外，加强教师的教育素养、师德素养、法治素养。教育

素养是教师作为教育工作者的素养，要理解教育规

律，认识教育对象，尊重学生人格，树立育人目标。师

德素养是教育法、教师法规定的教师作为履行教育

教学职责专业工作者的要求。教师要有法治素养，发

自内心地尊重学生的人格尊严，才能够依法执教、依

法从教。

　　姚金菊还提到，要注意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法

治因素，将师德师风建设的科学评价、负面惩戒与正

向激励结合在一起，加强师德师风事前教育，引导教

师认识到，在教书之外还承担着“育人”的使命，立德

树人是根本任务。

　　“我们不能只要求老师有师德，还要帮助教师群

体提高师德的水平。”程方平说，应该建立学校、家长、

社会对教师群体的监督机制，在鼓励监督的同时也要

注意监督有“度”，平衡好合理维权与不合理要求之间

的关系。同时还要保障教师申诉的权利。

　　在程方平看来，“现在的教育略显浮躁”，应该强

调法律规范的作用，细化现有法律法规中对于违背师

德行为的规定，做到在某一行为发生之后，可以根据

已有的规定判定是否属于违背师德的行为，在确定教

师违背师德之后明确教师应该受到怎样的处理。

　　程方平认为，无论是对教育法、教师法的细化，

还是师德师风建设，都应该由社会多个群体共同参

与，在全社会构建一个教育发展的良好环境。“师德

问题是一个老问题，如果真的能够得以解决，受益的

不仅仅是学校和学生，更是整个社会。”

制图/李晓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