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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实施三年之际，教育部等九
部门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立足经验，破解问题，继续纵深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
略布局，以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

4月16日，教育部召开发布会，介绍推进教育数字化工
作的相关情况。

深入推进资源、服务、数据集成化
三年来，教育部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取得了突

破性进展，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公共教育资源平台、公共教育
服务平台、公共终身学习平台。

在集成化上，《意见》提出，以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
台为枢纽，集成各级优质平台、资源、服务，逐步实现入口统
一、资源共享、数据融通。围绕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
育、终身教育四大领域和德智体美劳五大版块建设汇聚精品
资源。要持续升级国家平台公共服务功能。推动“高效办成
一件事”，扩大教育公共服务“一网通办”事项。

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司长周大旺介绍，在国家
平台升级方面，教育部将持续打造国家智慧教育平台 2.0
智能版。引入智能交互、知识图谱、多模态数据分析等技
术，优化课堂测评、资源搜索等智能功能，完善“AI 试验
场”，聚焦学生学习、教师教学、教育治理和科学研究四大
方面，汇聚高水平大学和企业的创新力量，组织研发具有
前瞻性的实用 AI 工具，接入国产通用大模型，帮助师生更
好掌握AI技能。

激活人工智能重塑教育的潜能
为进一步激活人工智能重塑教育的潜能，《意见》明确指

出，要全面推进智能化，坚持立德树人、以人为本，培养学生
的高阶思维、思考判断能力、实践能力。根据技术发展的形
势，调整学科专业布局，培养师生的基础能力，深化人工智能
与教、学、管、评、研等场景融合。

教育部教育数字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武汉理工大学

校长杨宗凯表示，要积极建设中国教育人工智能大
模型，持续打造一批教育垂直领域的专用大模型，
有序开展人工智能教育的应用试点。要不断深
化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全过程的融合，树立
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典型示范，
要不断提升管理者的数字化领导力、教师
的数字素养，推动教师利用人工智能打
造更具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的优质
课堂。要多学段广泛开展人工智能通
识教育，塑造适应智能时代、驾驭人工
智能的创新人才核心竞争力。

推动数字教育出海
杨宗凯认为，数字技术不断冲

击与颠覆着我们对教育的认知与实
践。“教育何为、教育向何处去”，已成
为全球共同思考的时代命题。我国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积极践行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世界分享数字
教育的发展机遇和实践成果。

周大旺介绍，《意见》提出，要持续
增强数字教育的国际影响力，推动数字
教育资源的国际共建共享，打造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数字教育品牌，赋能人才国际
化培养，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教育的治理，鲜
明提出建好国家平台国际版，持续实施“慕课
出海”行动，赋能“鲁班工坊”等职教出海项目
建设。持续办好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等，建好数
字教育海外学习中心，推动中国数字教育标准成
为国际共识。通过国际合作与交流，提升我国数字
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为全球数字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智
慧和中国方案。

（据《光明日报》）

记者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为进一步深化短视频恶意营
销问题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中央网信办自4月15日起，开

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领域恶意营销乱象”专项行
动。

据介绍，本次专项行动的工作目标是集中整治短视频领域恶意
营销突出问题，从严打击恶意虚假摆拍、散布虚假信息、违背公序良

俗、违规引流营销等恶意营销乱象，切实维护网民合法权益，推动短视
频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据了解，专项行动针对提供短视频服务的网站平台，从深从细全
面整治，依法依规处置处罚，持续净化内容生态，重点聚焦以下4类问
题：一是恶意虚假摆拍问题，包括打造悲惨人设，假冒新就业群体身份，
利用公众善意卖惨营销；通过自我包装、作秀等手段，虚夸“爽剧”经
历，收割流量牟取利益；打造低俗恶俗人设，摆拍编造斗殴、谩骂、骚扰
等低俗恶俗内容等。二是散布虚假信息问题，包括以“剪切拼凑”“断
章取义”等方式恶意制造不实信息；编造、夸大渲染家庭矛盾、职场
冲突、暴力案事件，制造社会焦虑、网络戾气，挑动群体对立；假借
“科普”“解读”名义恶意编造、散布涉经济、法律、历史、医学等专

业领域虚假信息等。三是违背公序良俗问题。四是违规引流
营销问题，包括利用噱头，诱骗老年人等特定群体非理性

消费；使用夸张、煽情的“标题党”文案博眼球吸粉引流；
打着“网络打假”“维权斗士”等旗号发布虚假“打假”

“测评”“探店”等内容，误导用户对相关品牌形
象、商品质量、服务水平认知等。

（据《人民日报》）

中央网信办开展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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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4月17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今年将严查“神医”“神药”
广告、食品广告疗效化宣传、保本无风险的金融理财广告、职业技能培
训类违法广告、互联网违法广告等，切实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维护广告市场秩序 营造良好消费环境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在全国开展广告市场秩序整治。聚焦重点民生领
域和互联网新兴媒介，从“医疗、药品、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医
疗器械广告”“普通食品广告”“金融广告”“教育培训广告”“互联网广告”5个方
面明确了2025年广告监管有关重点任务。

在医疗、药品、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医疗器械广告监管方面，
通知强调要从严查处宣称保证治愈癌症、绝症或者治愈近视等误导群众健康观
念、危害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违法广告。

在普通食品广告监管方面，通知规定要依法查处普通食品广告宣传具备保
健功效或者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以及无事实依据、违反相关标准规定宣称“零糖”

“零卡”“无添加”“不含防腐剂”等违法违规行为。
在金融广告监管方面，通知要求重点关注面向低收入人群、在校学生、老年

人等社会群体发布的贷款广告，依法查处含有“免审核”“无担保”“零利率”等明
示或者暗示保本、无风险或者保收益等内容的金融违法广告。

在教育培训广告监管方面，通知强调要关注面向高校毕业生、求职者发
布的职业技能培训类广告，对于虚构、冒用国家机关名义发布广告、广告中
虚构所谓“职业资格证书”以及宣称能“包工作”“快速致富”等严重扰乱就
业秩序的，依法会同有关部门予以整治。

在规范互联网广告活动方面，通知要求加大对“软文”广告的规范
力度，依法查处借助人工智能冒充专家、学者、明星、网红等公众人物
发布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推动互联网平台企业加强广告合
规建设、落实互联网平台责任。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整治工作与广告合规助企行动结
合起来，帮助经营主体理解把握法规政策界限，增强依法合
规经营意识和能力，有力维护广告市场秩序，为大力提
振消费营造放心、安心、舒心的消费环境。

（据新华社报道）

市场监管总局：
今年将严查“神医”“神药”广告、
互联网违法广告等

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的强制性
国家标准《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
要求》（GB38031—2025）近日发布，将于
2026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

新标准主要修订了热扩散测试的技
术要求，由“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
件报警信号”修订为“不起火、不爆炸（仍
需报警），烟气不对乘员造成伤害”，进一

步明确了待测电池温度要求、上下电状
态、观察时间、整车测试条件。

同时，新标准新增底部撞击测试，考
查电池底部受到撞击后的防护能力；新
增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300 次快充循环
后进行外部短路测试，要求不起火、不爆
炸。

（据《人民日报》）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新国标出台

明年7月起实施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服务
消费提质惠民行动2025年工作方案》（以
下简称工作方案），支持扩大优质服务供
给。

工作方案围绕加强政策支持、开展
促进活动、搭建平台载体、扩大对外开
放、强化标准引领、优化消费环境等 6 个
方面，提出48条具体任务举措，既涵盖了
餐饮、住宿、健康、文化娱乐、旅游休闲、
体育赛事等主要行业领域，也包括了旅
游列车、空中游览、跳伞飞行、超高清电
视、微短剧等新业态、新场景。

工作方案注重统筹国内国际双循
环、坚持供需两端发力，通过“对外开放、
对内放开”的办法，支持扩大优质服务供
给。同时，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一老一
小”等民生关切，针对性制定支持家政、
养老、托育、健康消费等专项政策举措，
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

工作方案要求各地方、各有关部门加
强政策协调和工作协同，提升服务消费提
质惠民行动影响力，营造有利于服务消费
发展的良好氛围。 （据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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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