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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治疗脉管炎、静脉炎静脉曲张的中成药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烟台时珍百草中医，专利发明人亲诊。
地址：烟台市芝罘区黄务立交桥西50米（黄务中心医院东50米） 治疗电话：6659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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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29日在京举行的大检
察官研讨班上了解到，最高人民检
察院围绕《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决定》关于公正执法司法的部署，
对有关工作提出新要求。

决定提出，深化审判权和
执行权分离改革，健全国家执
行体制，强化当事人、检察机关
和社会公众对执行活动的全程

监督。对此，最高检作出部署，
要跟进健全国家执行体制，研
究强化对执行活动的全程监
督；推动完善法检信息共享、工
作协同机制，以实时监督促全
程监督；加大对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犯罪的惩治力度。

在加强人权执法司法保障
方面，最高检提出，坚持惩治犯罪
与保障人权并重，加强对刑事立

案、侦查、审判、执行等全流程监
督；完善事前审查、事中监督、事
后纠正等工作机制，完善涉及公
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以及查封、
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制度。

最高检强调，要进一步完善
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通过
信息共享促进做优协作配合，把
监督重点放在纠正应立不立、应
撤不撤、长期“挂案”等突出问题

上。要自觉融入以审判为中心
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在构建以
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上
迈出实质步伐；健全上下联动刑
事抗诉工作机制；完善“派驻+巡
回+科技”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
监督机制；着力推进刑事案件律
师辩护全覆盖，加强律师执业权
利保障，切实维护执法司法公
正。 据新华社

最高检作出部署，强化对执行活动的全程监督

加大力度惩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

只要多交钱，科目一到科目四“全包”；不用本人到场，也能代考、代办驾照……在社交媒体上，一些机构声称自己有“绿色通
道”，可以“XX天拿证”，诱导学员购买驾考包过服务。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所谓“包过服务”，有的是虚假宣传，有的是教人作弊，
存在较大的财产安全和违法风险。

常年在广东务工的周禄
（化名）一直想考取机动车驾
驶证，但因识字有限，在理论
考试关就卡住了。“2.6万元‘全
包’，7到15天拿证。”2022年
2月，周禄经人介绍，得知老家
一家中介机构“有门路”，听到
消息的他犹豫再三，在该公司
提供的合同上签字画押，因为
手头上钱不够，还使用了网络
消费信贷产品付款。

周禄告诉半月谈记者，中
介带他去北方某城市考试，到
了现场才发现还有7名同样
购买了“包过”套餐的学员。
在中介组织下，他们通过了前
三个科目，前后花了大半年时
间。但此后中介突然失联，其
店面也已转让出去。“最后不

仅没拿到驾驶证，还背上了债
务。”周禄说。

“当初说好了交通和食宿
费用全包，但出行前又让我们
先垫付，拿证后再返还，现在
费用加起来已超过3万元。”
半月谈记者在周禄出示的合
同上看到，中介地址一栏空
白，对方帮其填写的身份证号
码不齐全。双方补充条款中
特别注明：“首付12000元，过
科目一付清尾款 11500 元。
拿不到证，包退全款。”

经调查走访，这些驾校或
中介组织专门瞄准驾驶技术
难以达标、企图“不学而过”，
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理论考试
通过难度大的学员。同时在
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上宣

传，暗示学员自己“有门路”。
“人到两次、免刷学时、轻

松拿证、文盲可过”，“科目二
和科目三有绿色通道，可操作
包过”，一名驾校教练频频在
微信群和朋友圈发布广告信
息。该驾校教练说，今年3月

份已经帮助 16 人通过科目
二，7人通过科目三。

一名中介人员对暗访咨
询的半月谈记者说：“‘操作’
一科3000元，科目二、三、四
连考，7 天练车加考试直接
拿证。”

“你只要能让车走，我就
能让你过。”一名驾校人员说，

“操作”会在指定考场中进
行。根据其提供的名单显示，

“指定考场”涉及全国多地。
“科目一、四等理论考试能免
考，但要先交押金等上几个
月，因为要‘预定名额’。”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部
分熟悉驾考规则的非法从业者
利用信息差随意收费，虽然承诺

“包过”，但不提供实质性服务。
周禄告诉半月谈记者，当时一起
待考的考生来自全国各地，收费
标准不一样，本地考生收费相对
便宜，个别外地学员考到科目二
时已经花了6万多元。

半月谈记者还发现，一些
人以代办或代考为噱头实施

诈骗。2023年12月，广西那
坡县法院公开宣判案例显示，
被告黄某某冒充驾校工作人
员，以免考代办C1汽车驾驶
证、D摩托车驾驶证的名义，
向190人实施诈骗。还有一
些不法分子组织驾考作弊。
重庆市合川区法院公开案例
显示，2022年12月至2023年
6月，多名被告人通过网络宣
传、熟人介绍等方式，大量招
收有作弊需求的“VIP学员”，
每人收取1万元考试费用，并
以每人每科500元的价格兜
售作弊软件，多次组织学员在
科目一、科目三考试中作弊。

一名驾校教练对半月谈
记者说，考科目二时，压线等
违规行为不用操心，“具体内

幕不便透露太多，但只要听安
排就能过”。还有中介人员
称，压线也没关系，后台监控
可以关掉，从压线的地方重新
开始，哪次过了算哪次。一名
近期购买了科目二“包过”套
餐的学员表示，其驾校教练暗
示可以“让机器不那么灵敏”。

今年1月，由江苏省张家
港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一起组
织考试作弊案中，有关部门从
一起通过微型摄像头、米粒耳
机等设备帮助学员作弊的案
件，牵出一条黑色产业链和一
个组织驾考作弊团伙。该团伙
在江苏多地长期组织驾考理论
科目作弊，通过“总部提供技术
设备—地方总代理居间介绍—
驾校教练招揽客户”的经营模

式，获取非法利益。
不难发现，宣扬驾考“包

过”的不正之风正在社交媒体
上隐匿传播。半月谈记者在多
个社交平台看到，搜索“驾照”

“包过”等关键词，一些帖子的
评论区里，有人分享通过“绿色
通道”等渠道顺利拿证的经历，
还说明了价格、地点、操作方式
等信息，吸引不少人留言咨询。

驾考“包过”乱象中，有的
学员因此陷入诈骗陷阱，有的
因驾考作弊涉嫌违法。广西
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法律
与理论研究部主任秦斌说，消
费者在报考驾照时要注意甄
别招生主体是驾校还是中介
机 构 ，提 防“ 中 介 转 包 陷
阱”。 据新华社

7月28日，“谛听”地震波大模型
在四川成都发布，该大模型由国家超
级计算成都中心、中国地震局地球物
理研究所以及清华大学联合开发，是
首个亿级参数量的地震波大模型。

成都超算中心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郭黎介绍，2023年9月，国
家超级计算成都中心与中国地震局
地球物理研究所合作共建了“地震大
模型创新应用联合实验室”，与清华
大学、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
究所合作启动了“谛听”地震波大模
型的训练。“谛听”数据集是国内首
个，也是目前国内外最大规模、样本
类型和标注最为全面的地震学专业
AI训练数据集之一，半年多时间里，
实验室研究人员利用“谛听”数据集
获得了首个亿级参数量的地震波大
模型。

据了解，目前“谛听”地震波大模
型已可投入使用，十亿参数量级的版
本预计2024年8月完成预训练。未
来，该大模型还可用于矿震监测、城
市地下空间结构探测、海底地震监测
等多个领域。 据新华社

我国发布首个亿级
参数量地震波大模型

国家邮政局近日联合工业和信
息化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商
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国家邮政快
递枢纽布局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
到2027年初步建成30个左右国家
邮政快递枢纽，在全国形成示范带动
作用；到2035年建成80个左右国家
邮政快递枢纽，形成布局合理、功能
完备、智慧高效、绿色安全的国家邮
政快递枢纽网络。

指导意见提出，要在全国布局80
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包括15
个左右全球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20
个左右区域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45
个左右全国性邮政快递枢纽，每个枢
纽可因地制宜布局建设1至3个国家
邮政快递枢纽功能区，枢纽功能区由
相应城市承载。同时，还要依据城市
战略定位、辐射集聚作用、邮件快件
处理能力等基础构成，统筹考虑国家
重大战略实施、区域经济发展、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等需要，结合邮政快递
企业现有枢纽格局，在全国选取100
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承载城
市。 据新华社

到2027年将初步建成
30个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驾考“包过”乱象：

只要多交钱，7天就拿证？

暗示“有门路”，其实是套路

压线也没关系，哪次过了算哪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