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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4 月 25 日电（记者于佳欣、
王雨萧）全国消费促进月来了！疫情防控向好、
消费持续回升，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商务
部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将于 5 月 1 日至 31
日集中组织开展全国消费促进月系列活动。
　　“双品网购节”“中华美食荟”“老字号嘉
年华”、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一大
波促消费活动来袭，还有商务部多位司长打
call，你准备好了吗？

消费促进月：惠民让利力度更大

　　消费促进月是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的促
消费标志性活动，是商务部实施扩内需战略、
促消费稳增长的重要抓手和平台，今年是第
10 年举办。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司长朱小良说，今年
的活动体现“六个更”——— 更突出服务新发展
格局，更突出以节庆兴商聚市，更突出跨部门
跨行业跨领域融合，更突出新技术新业态新
模式应用，更突出活动促销的惠民实惠，更突
出规范化便利化消费导向。
　　惠民方面，鼓励各地方、部门、行业为活动
定制实折实扣的优惠措施，多地落实专项资
金，发放消费券，给予汽车以旧换新和节能家
电消费补贴，各大电商平台和流通企业积极采
取直降、打折、满减、立减等多重让利促销。

　　活动还督促商家严把商品服务质量关，
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并鼓励企业商家
开展无接触配送，无理由退货等全流程售后
服务，促进便利舒心消费。

  双品网购节：“丝路电商”伙伴

国打造国别爆款

　　本届“双品网购节”是第三届，今年特点
是地方参与更深、企业热情更高、商品服务更
优、国别爆款更多。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司长骞芳莉介绍说，
今年优选 260 余家电商企业，数量远高于往
届，包括综合类、垂直类、服务类电商。除服
饰、食品、消费电子等传统品牌，还有汽车、家
居家装等大宗消费品，以及出行旅游、生活维
修服务等服务品牌参与。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国别爆款更多。骞
芳莉说，商务部将邀请约 20 个“丝路电商”
伙伴国参与，共同打造国别爆款。伙伴国驻华
大使将亲自录制视频，宣介本国特色产品和
旅游资源。

中华美食荟：推出大众特色菜投票

　　“中华美食荟”活动主题为“品鉴中华美
食，乐享美好生活”，活动从 4 月开始，持续

到年底。
　　商务部服贸司司长陈春江介绍说，活
动期间将重点推出“沙县小吃”华夏行、广
州国际美食节、成都美食旅游节等 31 项
地方特色活动。
　　此外，各地将推出大众爱吃的特色菜，
由此汇编成《中华美食荟》图书，在 9 月湖
南长沙举办的中国国际食品餐饮博览会上
发布，届时还会有特色菜品鉴、公众投票。
活动还将全面贯彻制止餐饮浪费理念，深
入开展“光盘行动”，推广“公勺公筷 文明
用餐”，积极倡导节约、绿色、健康、安全、文
明消费新理念。

  老字号嘉年华：线上线下开展

25 场全国性活动+百余场地方活动

　　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刘德成说，“老
字号嘉年华”系列活动，围绕“国潮国货、品
质生活”主题，聚焦传统节日、重点活动、重
要展会三大节点，线上线下同步开展 25
场全国性重点活动和百余场地方特色
活动。
　　他说，商务部将结合端午、中秋等传统
节日和中国品牌日、非遗日等主题日，消博
会、服贸会、进博会等重要展会组织开展。
并在步行街、购物中心、商超开设老字号专

柜，在电商平台设立老字号专区等。
　　全国“老字号嘉年华”启动仪式将于 5
月 12 日晚在广州北京路步行街举办。整个
活动期间，商务部将组织专家学者和老字
号企业开展交流研讨，推广典型案例，并推
动有关机构运用大数据等手段，分析老字
号消费趋势，引导企业开发新产品新服务。

首届消博会：国外参展品牌 1319 个

　　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将于 5
月 7 日至 10 日在海南海口举办。朱小良
说，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招商招展
工作基本完成。
　　据介绍，国际展区参展企业达 648 家，
参展品牌 1319 个。国内展区参展企业超 800
家。总体看，特装展位面积所占比重超 9 成。
　　朱小良说，据最新统计，来自瑞士、法
国、日本、美国和英国等国家的众多国际品
牌将举办 70 多场活动，发布上百款新品，
涵盖服饰箱包、美妆用品、食品饮料、珠宝
钻石等几十个品类。上海、福建、广东、西藏
等 10 个地区将举办地方精品发布活动。
　　他还表示，相关部门正积极推动制定
消博会展期内境外展品免税政策，将于近
日出台，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进口展品，在
展期内销售享受免税优惠。

消费促进月来了，这份参与指南请收好
(上接 1 版)

  算账：一个都不放过，“三笔账”都要

交账单

　　查账是为更好地算账。涉煤腐败问题蔓延数十年，
对政治生态、经济生态、自然生态造成严重破坏，这些
账必须算清楚。
　　春回大地，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境内的乌兰木
伦湖绿水盈盈。谁曾想到，这片风景如画之地也曾遭腐
败魔爪染指。
　　 2007 年至 2011 年，一家能源公司向时任伊金霍
洛旗旗长云卫东行贿数千万元，打着“乌兰木伦湖护岸
工程”的幌子，盗采岸边煤炭资源。经初步评估，盗采煤
炭资源量巨大。
　　据内蒙古能源局统计，专项整治中，查实 1513 个
煤炭问题项目，已建立台账逐一整改。经评估，其中有
445 个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全区正在通过收回探矿
权、收回股权、补交矿业权出让收益等方法依法追缴
损失。
　　专项整治中，内蒙古不仅查处多位退休的高龄官
员，还对一位去世官员立案，追回了一亿多元损失，还
有两亿元仍在追缴。内蒙古目前已累计追缴涉煤损失
超 400 亿元。
　　煤炭领域长期成为腐败重灾区，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政府和市场边界不清。内蒙古将专项整治重点放在
了促进政府“有为”、市场“有效”。
　　 2020 年，内蒙古修改《关于全面实施煤炭资源市
场化出让的意见》，并印发相关文件规范煤炭资源配
置，通过市场配置煤炭资源将最大限度地防堵涉煤
腐败。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剑说，内
蒙古狠抓违规违法问题的同时，还支持合法合规企业
生产。2020 年全区煤炭产量超 10 亿吨，与上年基本
持平，能源供应得到保障。
　　生态账更要算明白。内蒙古全面梳理煤田（煤矿）
火区采空区灾害治理项目存在问题 735 个。目前各地
正快马加鞭地展开生态修复工作，所有完成采煤的矿
坑全部要求回填复垦。
　　【记者手记】倒查 20 年，时间跨度大、涉及层面广、
牵扯利益关系复杂，在官场造成很大震动。用办案人员
的话说，“有煤的地区、管煤的部门、涉煤的企业、配煤
的项目几无净土”。算清这一笔笔账，为的是净化和修
复政治生态、营造公平公正的经济秩序、保护好自然
资源。

还账：抓紧“打补丁”，拧紧“安全阀”

　　本着欠什么还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没什么立什么
的态度，内蒙古专项整治工作既“向后转”，又“向前
看”，坚决防堵涉煤腐败“增量问题”。
　　通过对 2000 年以来在职和退休的公职人员进行
全面排查，组织 139 万余名公职人员填报《个人有关
事项报告》，全区共有 3413 人报告从涉煤企业获利，
涉及金额 75.71 亿元。为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
女及其配偶参与矿产资源开发行为，2020 年内蒙古
接连出新规、下决定，不断厘清权力边界。
　　“煤炭领域的反腐释放了明确的信号，一朝涉腐，
终身可追责。”锡林郭勒盟委副书记、盟长罗青说，开
展专项整治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务实之举。在全面
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问题上，必须利剑高悬、震慑
常在。
　　推进惩治涉煤腐败仍要持续走深走实，内蒙古自
治区党委决定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不获全胜，决不收
兵，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记者手记】倒查 20 年，不是把腐败分子揪出来就
万事大吉，还要严查党员干部的权力观、政绩观、发展
观、群众观。通过倒查对公职人员形成警示教育，将规
矩意识常存心中，通过“硬制度”和“软约束”共同筑牢
反腐败大堤。
          （参与采写：魏婧宇、侯维轶）
        　　新华社呼和浩特 4 月 25 日电

一封举报信，牵出跨 9省份商标侵权系列案件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赵文君）一封来自企
业的商标侵权举报信，牵出跨 9 省份商标侵
权系列案件；在伪装成正牌产品的手法背后，
隐藏着专业化的制假售假产业链。
　　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会同江苏、湖
北、天津等 9 省份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根据举
报信提供的问题线索，历时近一年，查办商标
侵权系列案件，共查处侵犯商标权等案件 25
起，涉案金额 900 余万元，罚没款 1500 余万
元，其中 10 起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记者围绕
该案件查处进行了采访。

一封举报信牵出案情

　　 2019 年 12 月，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市
场监管局收到商标权利人某外资公司的一封
举报信：这家机械密封件制造公司反映某企
业生产、销售的产品，涉嫌侵犯本公司注册商
标专用权，并附上调查信息。
　　根据举报，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暗访摸底、
查明情况，现场发现大量涉嫌侵权的产品及
包装盒，随即立案调查。
　　随着调查深入，执法人员发现案情并不

简单。除被举报企业一家外，同区域中还有其
他企业涉嫌侵权，被侵权目标还指向另外一
个品牌。这不是单独一家企业制假售假，背后
还隐藏着其他制假售假窝点。
　　执法人员不断收集掌握新信息，确定每
一处制假售假窝点的具体方位，同时收集固
定了大量网页证据，最终全面掌握了辖区内
制假售假窝点情况。
　　与此同时，执法人员还分赴郑州、沈阳等
地，对产品外销情况进行调查取证。经过半年
调查，在权利人的配合协助下，执法人员掌握
了相关企业涉嫌销售侵权商品的第一手证据。
　　 2020 年 6 月 9 日，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开
展突击检查，现场查获大量制造假冒机械密封
件工具、商标标志、合格证等物证。同时，执法人
员兵分多路，分赴海口、长沙、岳阳等地，会同当
地市场监管部门对部分采购涉嫌侵权商品的
单位展开实地取证，进一步完善证据链条。

跨 9 省份追踪制假售假链条

　　初战告捷，但执法人员并未止步。出于职
业敏感，执法人员判断，在前期查处的窝点背
后，可能存在更隐蔽的制假售假链条，遂向上
级市场监管部门报告情况。
　　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高度重视，将
此案定性为跨省域、链条化系列案件，统筹制

定方案，统一协调指挥。执法人员经过暗中
排查、深挖线索，最终锁定 9 省份的 10 多
家侵权嫌疑企业。
　　“考虑到涉事企业相互间互动频繁，行
业内熟识度和关联度较高，为避免打草惊
蛇，我们要求各地悄悄深挖线索、默默做好
准备，推动产销全链条执法。”执法稽查局
有关负责人介绍，武汉、杭州、天津、大连、
成都等地按照统一部署，开展案前摸底排
查工作，对多个区域、点位进行排查，锁定
违法经营地址。
　　 2020 年 10 月 13 日下午 3 时，由执
法稽查局统一指挥、9 省份市场监管局同
时开展的执法行动开始收网。
　　天津、武汉、浙江嘉善、河北邢台、四川
成都……各地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按计划同
时行动，检查涉案企业生产包装现场、电脑
微信中的交易记录、财务凭证等，现场发现
9 家企业存在涉嫌侵权物品，共查扣产品
3665 套、样品 11 套、包装物 3679 件。同
时，按照执法程序，对相关账本、合同、销售
票据及经营电脑进行了封存。

铲除产供销违法链条

　　执法稽查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该系列
案件违法行为呈现三大特点：

　　——— 违法行为专业化。不仅假冒他人
的商标标识，还抄袭伪造产品说明手册、合
格证、防伪标记等，伪装成正牌产品，手法
更加专业，给辨别带来极大难度。
　　——— 制假售假链条化。上、下游关联的
造假产业链，在联络获得订单后，连夜生
产、迅速配送，隐蔽性强，而且彼此互通信
息，逃避检查。
　　——— 营销宣传网络化。案件当事人建
立自己的网站，并通过社交平台等对其商
品的性能、功能、质量等做虚假宣传，推销
产品。
　　针对涉案产品使用与权利人相同的商
标、包装，注册与权利人商标相同的企业字
号以及虚假宣传等情况，执法稽查局指导
地方对违法行为综合分析，分别以侵犯商
标权和不正当竞争立案查处。各地根据现
场查扣的物品和生产销售记录，追查涉案
产品生产源头和销售网络，扩展查办关联
案件。对于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查办一批案件，规范一个行业，净化
一片区域。”执法稽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该系列案件的查办对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具
有借鉴意义，注重在个案办理中深入挖掘
上下游关联违法行为，铲除产供销违法链
条，有效规范行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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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4 月 25 日电（记
者张泉）一段时间以来，“傍名牌”

“蹭热点”“不用先囤”等恶意商标注
册行为时有发生，造成不良社会影
响，引发广泛关注。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何志敏
在 25 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
示，国家知识产权局坚决反对并及
时打击商标恶意注册行为。2018
年至 2020 年，累计驳回恶意抢注
和 囤 积 商 标 注 册 申 请 超 过 1 5
万件。
　　“商标恶意注册主要包括恶意
抢注行为和恶意囤积行为，都存在
很大社会危害性。”何志敏说，商标
恶意抢注行为扰乱商标注册管理的
秩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商标恶意
囤积行为则造成对市场资源和行政
资源的浪费，严重损害公众利益。
　　据介绍，国家知识产权局通过
设置商标审查指引词库，综合人工
判断，在审查中准确识别商标恶意
注册行为。对于有重大不良社会
影响的，比如恶意抢注“雷神山”

“清澈的爱”等商标的行为，予以快
速驳回并曝光，让相关机构和人员
受到全社会的声讨。
　　今年 3 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启
动了集中打击商标恶意抢注专项行动，推动各地执法
部门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全面形成高压震慑。
　　何志敏表示，下一步，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不断完善
商标法律制度，加大遏制和处罚力度，及时曝光典型案
例，促进中国品牌建设，不断推动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
发展。

　　 4 月以来，印度日增新冠确诊病例数连
创新高。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示，23 日
和 24 日印度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均为全球最
多。印度官方数据显示，4 月 5 日印度日增确
诊病例首次超过 10 万例，15 日超过 20 万
例，22 日超过 30 万例。印度新冠疫情持续
恶化，引发全球高度关注。

多地医疗物资短缺

　　由于新冠疫情不断恶化，印度首都新德
里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等多地报告病床、医用
氧气和药品等医疗物资短缺。
　　据印媒报道，新德里一家医院 23 日宣布，
过去 24 小时该院有 25 名新冠重症患者死亡，
另有 60 名重症患者因氧气短缺而处于危重状
态。院方消息人士说，目前医院的氧气只够维持
数小时，呼吸机等医疗设备无法保证正常工作。
　　印度总理莫迪 22 日召开高级别会议，
要求增加医用氧气的生产供应。内政部要求
各邦严格遵守医用氧气分配计划。
　　由于疫情迅速发展，医院救治压力持续增
加，相关公共安全事故时有发生。21 日，马哈
拉施特拉邦一家医院供氧设备发生泄漏，造成
至少 29 名新冠患者死亡。23 日，该邦一家新
冠肺炎定点医院发生火灾，造成至少 13 名新
冠患者死亡。据当地媒体报道，死者多数是医
院重症病房患者。电线短路可能是起火原因。

收紧疫情防控措施

　　印度政府分析疫情反弹的原因包括：戴

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执行力度
下降、“防疫疲劳”导致民众防疫意识有所松
懈、基层和社区没有采取有效隔离措施等。
一些卫生专家认为，疫苗接种进度未达预
期、变异新冠病毒的出现和扩大传播、大规
模人员聚集等也是疫情反弹的重要原因。
　　由于疫情不断恶化、医疗资源告急，印度
多地宣布收紧疫情防控措施。莫迪 20 日晚
发表电视讲话说，印度目前正在与第二波新
冠疫情做斗争，但不会在全国实施封锁。莫迪
说，封锁只是最后的手段，“应尽力避免”。
　　新德里首席部长凯杰里瓦尔 19 日宣
布，自当日 22 时起至 26 日 5 时全城实施封

锁，但居民基本生活服务不受影响。凯杰里
瓦尔说，目前首都地区急救病床、医用氧气
和药物都已告急。
　　马哈拉施特拉邦、拉贾斯坦邦也相继
宣布了更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

多国禁止印度旅客入境

　　印度公共卫生基金会流行病学教授
吉里达尔·巴布认为，与去年第一波疫情
相比，印度当前疫情呈现蔓延速度快、无
症 状 感 染 者 多 、年 轻 感 染 者 占 多 数 等
特点。

　　由于印度疫情持续恶化，引发多国担
忧。伊朗、英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相继出
台针对印度旅客的入境限制措施。
  伊朗民航部门 24 日宣布自 25 日起
暂停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全部航班；
英国政府宣布从 23 日起将印度列入“红
名单”，限制近期曾经到访印度的人士入境
英国；加拿大政府 22 日宣布 30 天内暂时
禁止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客运航班入
境；新加坡政府 22 日宣布，将禁止近期有
印度旅行史的非新加坡居民入境，不论对
方持有长期还是短期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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