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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九个全民国家安全教
育日到来之际，国家安全机关14
日公布5起典型案例，呼吁全社
会提高国家安全意识，共筑反间
防谍的钢铁长城。

境外企业窃取
我稀土领域国家秘密
2017年，境外某有色金属公

司上海子公司员工叶某某与国
内某稀土公司副总经理成某在商
业合作中结识，叶某某所供职公
司的外籍员工指挥其以提供金钱
报酬为诱饵，向成某索要我稀土
收储明细、指令性计划等信息。
成某在明知相关内容严禁对外提
供的情况下，为谋取私利，将工作
中掌握的我国稀土收储品类、数
量、价格等发送给叶某某，并收取
大量报酬。经国家保密部门鉴
定，成某向境外提供的内容涉及7
项机密级国家秘密。

2023年3月，国家安全机关
破获该案，对涉案人员叶某某、
成某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同年
11月，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
院分别以为境外收买、非法提供
国家秘密罪，为境外非法提供国
家秘密罪、受贿罪对叶某某和成
某作出判决。

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窃取
我稻种及制种技术
国家安全机关查明，国内某

农业科技公司原总经理朱某某，
以“合作制种”名义，先后向境外
间谍情报机关在国内设立的一家
公司违规出售5种亲本稻种，获得
超出正常售价的回报。为进一步
拓展“业务范围”，朱某某还创办
了另一家农业科技公司，向境外
大量出卖我优质亲本稻种。

2024年1月，安徽省合肥市
中级人民法院以为境外非法提
供情报罪判处朱某某有期徒刑1
年6个月。

境外间谍机构
非法搜集我气象数据
2023年以来，国家安全机关

会同气象、保密部门在全国范围
依法开展涉外气象探测专项治
理，调查境外气象设备代理商10
余家，检查涉外气象站点3000余
个，发现数百个非法涉外气象探
测站点实时向境外传输气象数

据，广泛分布在全国20多个省份，
对我国家安全造成风险隐患。

这些非法涉外气象探测站
点，有的探测项目受境外政府直
接资助，部分观测点设立在军事
单位、军工企业等敏感场所周边，
进行海拔核准和GPS定位；有的
布设在我主要粮食产区，关联分
析我农作物生长和粮食产量；有
的甚至长时间、高频次、多点位实
时传输至外国官方气象机构，服
务于外国国土安全和气象监测。

国家安全机关联合气象、保
密部门，依法对相关非法活动进
行查处，及时阻断气象数据出境
的违法行为。

某高校学生
出于猎奇落入陷阱
日前，国家安全机关成功侦

破了一起境外反华政党拉拢某
高校学生参与活动的典型案件，
有力打击了境外反华势力的渗
透策反活动，及时消除了风险隐
患。国家安全机关在工作中掌
握到，国内某高校学生宋某出于
猎奇心理，通过网络报名，接收
境外某组织核心成员向其发送
的有关指令。宋某还长期浏览
境外反华网站，并为相关网站提
供涉华负面影像素材。

2023年7月，国家安全机关
依法对宋某进行行政询问，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相
关规定，予以宋某警告并出具行
政处罚决定书。

境外驻华机构雇员
阻碍国家安全机关执法

近日，国家安全机关对某境
外驻华机构中方雇员故意阻碍
国家安全机关依法执行任务的
行为，进行了行政处罚。

某境外驻华机构中方雇员
符某在国家安全机关依法调查
询问期间，拒绝前往指定地点接
受询问，向无关人员散布被国家
安全机关约谈情况，串联境外人
员干预国家安全机关执法，故意
阻碍国家安全机关依法执行任
务。国家安全机关干警通过执
法记录仪固定符某故意阻碍执
法的证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间谍法》相关规定，依法给
予其行政拘留十五日的行政处
罚。 据新华社电

上海航运、贸易中心建设
的数字引领者

在亿通国际总经理吕锋的
介绍中，一份上海数字化口岸建
设的蓝图豁然开朗：追溯上海国
际贸易单一窗口的建设历程，它
的起点就是亿通公司的成立，通
过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
了上海口岸的贸易、通关、物流
便利化。2004年，上海市政府与
海关总署签署署市合作备忘录，
在上海合作共建全国第一个地
方电子口岸——上海电子口岸，
亿通公司就是它的建设和运营
主体。2014年，作为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重要贸易监管制度创
新举措之一，亿通公司依托上海
电子口岸基础，开始建设上海国
际贸易单一窗口，并于2016年初
步建成，作为上海自贸区监管制
度创新试点经验开始向全国复
制推广。2020年，亿通公司利用
自身业务经验和技术优势克服
了时间紧、任务重的困难，建成
了临港新片区一体化信息管理
服务平台，确保了临港新片区洋
山特殊综合保税区按时通过国
家八部委的封关验收。2022年，
它成为上海数据集团的隶属企
业，依托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全面启动了口岸数字化转型
工作，打造了上海口岸大数据中
心，建设了基于上海区块链基础
设施的面向航运、贸易领域的区
块链应用平台，推动上海航运、
贸易中心建设的数字化转型。

“中欧班列-上海号”便是上
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充分赋能
的典型应用。上海“单一窗口”
开发了中欧班列“一站式”协同
作业专区，为运营企业压缩了
50%人力成本。同时还提供了

“金融专列”服务，实现了“中欧
班列-上海号”外币运费结算的
在线化和无纸化，助力上海打造

“一带一路”桥头堡。

贸易自由与风险防范
的融合实践者

亿通国际技术应用中心副
主任章敏龙，重点负责的是临港
新片区一体化信息管理服务平
台项目的建设。他说，该项目的
特殊之处在于提出了全新的风
险管理体系，采用了“物理围
网”+“电子围网”的管理模式，实
现了对企业活动的精准监管、智
能监管和无感监管，促进新片区
的更高水平的贸易自由化和便
利化。章敏龙解读道，首先风险

“管得住”。一体化平台运用大
数据、云计算等手段，建立了“一
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惩戒
及分级分类管理模式。其次，贸
易“放得开”。一体化平台创新
监管模式。在一线进出境环节，
对于符合条件的货物可以享受

径行提货、发货的便利，显著提
高了物流通关效率。

一体化平台大幅提升了临
港新片区集成电路、人工智能、
生物医药、民用航空等关键领域
企业贸易的便利化水平。以上
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上飞公
司）为例，该公司现有两个基
地。针对上飞公司两个生产基
地分别位于洋山特殊综合保税
区内外的特殊情况，上海海关与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创造性地提
出了“一司两地”一体化监管方
案，该监管模式通过一体化平台
的信息汇聚与无感监管，实现了
上飞公司入区运作后浦东基地、
大场基地生产加工与物流仓储
的一体化运营和自由流转，有力
服务临港新片区建设和大飞机
项目，助力全球首架国产C919大
型客机于 2023 年 5 月顺利交付
商业运营，保障ARJ21国产新支
线飞机高效通关并首次出口，成
为临港新片区海关监管模式创
新的典型范例。

青年报评论员 郦亮

2024年上海市民艺术夜校

春季班已如期开学。紧跟其后，

由团市委推动的青年夜校相继

开设（详见 04-05 版）。这些夜

校的开设将深刻地影响这座城

市青年人未来的生活，成为他们

“终生学习”的一部分。随着一

批成体系、有序列的夜校的陆续

出现，青年文化修养提升的“供

需矛盾”正在得到解决。

也就是这届市民夜校春季

班，再次刷新夜校课程难抢的程

度。680门课程中，有20门的名

额在6秒之内被秒杀。像“世博

烘焙课程”“零基础手工皮具体

验课”等爆款课程，更是“上线即

下线”，让不少人自叹“连按键的

机会都没有”。

上海市民艺术夜校虽然是

针对全体市民开放的，但因为课

程大多设置在工作日的夜晚，所

以尤为获得年轻人的青睐。夜

校学员中青年人占比超过了八

成，是真正的“青年人的家园”。

夜校课程疯抢程度的白热化，反

映出青年人对于“给生活注入艺

术”的渴求。

青年人对生活充满热情。

他们希望能更有质量地工作和

生活，因此格外重视自己的身体

状况；他们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

压力，因此渴望给生活带来一些

情调；他们抱定了“终生学习”的

决心，因此总是对各种新事物充

满好奇。拥有 680 门课程的市

民夜校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

的需要，所以他们蜂拥而至，所

以夜校依然供不应求。

今年春季班夜校的招生规

模已经将近1.9万人，按照过去

的测算，应该是够了，但是结果

显示还不够。这座城市的青年

人学习的劲头超出了所有人的

预料。所以当青年夜校继市民

夜校宣布启动的时候，人们看到

了满足青年需求、解决供需矛盾

问题的希望。

由上海市群艺馆主导的上

海市民艺术夜校是上海公共文

化系统的品牌，由共青团上海市

委推动的青年夜校是青年系统

的品牌。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

彰，构成了一个“上海青年人的

夜校体系”。基于各青年中心建

立的青年夜校潜力是巨大的，因

为上海各类青年中心有数百家

之多，遍布全市各处的青年中心

如果都开设青年夜校，那无疑可

以最大程度地满足青年人学习

的需要。

在“野生夜校”乱象不止，已

经给人造成了损失的情况下，加

快推动如市民艺术夜校和青年

夜校这些规范化办学机构的扩

容，构建齐全完备的城市夜校体

系，将成为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因为在这座城市里，每一个人都

享有学习的权利，如何公平公正

地、有针对性地为市民提供学习

服务，是城市管理者的使命与职

责。

同时，有关部门也应该加

强对“野生夜校”的监管。如

果将“野生夜校”变为“正规

军”，把社会的多元力量都吸

纳到城市的学习体系之中，那

对渴望学习的青年人来说，是

一个好消息。

青年夜校，为学习型城市添彩
■青年时评

为建好口岸“数字底座”，他们日夜兼程

中国式现代化奋进者 国家安全机关
公布5起典型案例

上海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口岸，既是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的“关键卡位”，也是服务

长三角、服务全国的战略枢纽和链接。2014年，上海依托电子口岸平台在全国率先启

动“单一窗口”建设，连接22个相关口岸政府职能部门，服务超过60万家的企业用户，

支撑全国超1/4贸易量的数据处理，成为支持全球最大口岸营商环境优化的“数字底

座”。亿通公司承建了“上海电子口岸”“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多个国家及市属

口岸信息化系统。平台运维中心通过保障这些信息化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助力上

海智慧城市、智慧口岸的建设，为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保驾护航。 青年报记者 冷梅

亿通公司成功打造了上海口岸大数据中心。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