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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国务院关于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处理的规定》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

于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处理的规定》（以下

简 称《规 定》），自 2025 年 5 月 1 日 起 施

行。《规定》共 18 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加强服务。明确国务院有关部

门加强国外知识产权信息查询服务和预

警，健全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处理指导工作

机构和工作规程，为纠纷处理提供应对指

导和维权援助。同时，支持商事调解组

织、仲裁机构参与涉外知识产权纠纷解

决，加强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等涉外知识产权服务能力建设，为公民、

组织提供高效便捷的涉外知识产权纠纷

解决途径以及涉外知识产权相关服务。

二是加强企业能力建设。要求企业增

强法治意识，建立健全内部规章制度，加强

知识产权人才储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

运用，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要求

国务院有关部门围绕涉外知识产权纠纷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面向企业开展宣传、培

训，结合典型案例介绍依法处理涉外知识

产权纠纷的经验和做法；支持企业设立涉

外知识产权保护维权互助基金，鼓励保险

机构开展涉外知识产权相关保险业务。

三是规制境外调查取证。明确在我

国境内送达文书、调查取证应当依照我国

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以及法律规定

办理；向境外提供证据或者材料的，应当

遵守保守国家秘密、数据安全等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依法须经主管机关准许的，

应当履行相关法律程序。

四是反制不公平待遇。明确对未给

予我国公民、组织国民待遇，或者不能提

供充分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等，国务院商

务主管部门可以依法进行调查并采取必

要的措施；对外国国家以知识产权纠纷为

借口对我国进行遏制、打压，对我国公民、

组织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等，国务院有关

部门可以依法采取相应反制和限制措施。

农技农资保障井然有序

入春以来，在河北产粮大市石家庄，

农机在田间轰鸣、农户在地头忙碌，春耕

生产热潮涌动。

在春耕春管中，农业技术指导至关

重要。在元氏县北褚镇，市、县两级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和技术站的科技下乡小分

队队员在田间地头仔细查看小麦长势和

土壤墒情，并及时告知农户注意事项，提

示做好小麦春管。

“小麦整体苗情好于去年，早春麦田管

理应以加强肥水调控为关键，以防春季冻

害、防治病虫为保障。”在一处家庭农场，农

技人员正忙着给种植户“把脉开方”。

“今年石家庄市小麦种植面积 430.8

万亩，是近几年苗情较好的一年。”石家庄

市农技中心主任贾剑麟介绍，眼下，春耕

春管进入关键期，为了不误农事、农时，促

进稳产、高产，农技专家分析、研判麦田病

虫草害预发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技术指

导建议，展开多形式、多渠道的技术培训

及指导服务。截至目前，专家们已在全域

完成了一轮以上的巡视指导。

随着春耕序幕的拉开，全市的农资

产品储备和销售也井然有序开展。在石

家 庄 市 藁 城 区 丰 田 农 资 有 限 公 司 仓 库

内，各类农资产品摆放整齐有序，化肥、

种子、农药一应俱全，前来选购农资的农

户络绎不绝。仓库工作人员为农户介绍

各类产品，帮助他们挑选农资。“现在，我

们每天都会有一到两车的农资入库，或

直发基层网点，以满足广大农民需求。”

丰田农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董书果说。

“目前，石家庄市供销系统已储备农

资 3.45 万吨，春耕期间预计可供应化肥

8 万至 10 万吨，我们有能力保质保量供

应。”董书果告诉记者，公司将加强对农资

库存、市场价格、销售情况动态监测，同时

加大货源采购力度，做好农资的调运、投

放工作。目前，石家庄市农资供应货足价

稳，市场经营秩序得到进一步规范。

为切实服务好春耕生产，石家庄市

还组织农机技术人员深入生产一线，指

导 农 机 合 作 社 和 农 机 户 检 修 保 养 拖 拉

机、播种机、植保机等农机具，确保以良

好状态备战春耕生产。此外，国网石家

庄供电公司也强化服务，组建了 149 支服

务小分队对春耕春灌用电线路设备进行

“拉网式”排查，保障春耕春灌用电需求。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对农户的服务

指导力度，加强农机手培训，全力为春耕

备耕保驾护航。”石家庄市农业农村局种

植业科副科长杨会房说。

□ 本报记者 宋美倩

农产品营销莫靠

﹃
编造特色

﹄

李润泽

销量火爆的“藏乌梨”竟“查无此物”？

近日，业内专家证实被冠以“世界之巅、川

藏特产”的“藏乌梨”系普通梨加工伪造，其

口感、营养价值与普通梨无异。近来，此类

骗局并非个例，必须高度警惕。

特色农产品因地域水土和品质优良受

到消费者青睐，一些商家却想鱼目混珠从

中牟利。从人工染色的“彩色土豆”到高温

灼烧而成的“青皮爱媛”，无不是利用消费

者追求新奇和健康的心理，通过加工、改名

或虚构产地，故意抬高身价。

这种打着“地方特色”和“特殊功效”旗

号招摇撞骗的虚假营销行为，不仅侵犯了

消费者的知情权，而且破坏了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更损害了特色农产品长期累积

的声誉。

特色农产品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各方

共同努力。平台作为线上销售的主要渠

道，要加强资质审核，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农

产品产地、功效等用语重点监测，并要求商

家提供资质文件，确保信息真实有效。对

于虚假营销的商家，要从严惩治，切断传播

流量。

相关部门也应清理特色农产品线下售

卖的监管盲区，针对“编造特色”的违法现

象开展专项整治。同时加强科普宣传，引

导消费者提高对特色农产品的认知及辨识

能力。此外，还需严格规范特色农产品的

申报流程，做好农产品优品认证工作，从源头遏制虚假营销。

好销量没有捷径可走，靠编造博眼球难以持久。只有深挖地域特色，

持续优化品种培育，不断提升农产品生产的科技水平，满足人民群众的多

样化需求与绿色健康期待，才能为特色农产品打开更广阔的市场。

青春之花绽放雪域高原

本报记者

贺建明

“到西部去，到基层

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去。”大批青年响应国家

号 召 ，毅 然 奔 赴 祖 国 边

陲，为西藏发展贡献智慧

和力量。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

部计划西藏专项已经成

为西藏人才培养的重要

渠道。”共青团西藏自治

区委员会副书记白玛卓

嘎说，自 2003年实施大学

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西

藏专项以来，已累计招募

超 1.38 万名志愿者，其中

服务期满留藏人员 4000

余人，留藏率达 28.8%。

来到西藏的理由千

差万别，而选择扎根在此

的缘由，几乎都源自对西

藏的热爱。

“服务期为我们提供

了深入了解西藏的机会，

服务期满是去是留？最

终还是决定留下来，践行

服务西藏的初衷。”作为

留藏工作的志愿者代表，

李 卫 华 说 出 了 大 家 的

心声。

寒风凛冽，积雪高达

车身，李卫华依然坚定地

跟随铲雪车前往被称为

“孤岛”的阿里地区札达

县楚鲁松杰乡，探访乡亲

们。他认真研究政策文

件，探寻最适合当地发展的路径，推动

边疆基层组织建设提档升级，打造了

“藏西先锋 红色阿里”党建品牌。在阿

里地委组织部工作期间，他竭力为援藏

农牧业专家营造干事创业条件，有力推

动了阿里蔬菜、羊绒等产业快速发展。

留藏 16 年，李卫华

用 13 年时间踏遍了西藏

最 为 艰 苦 的 阿 里 地 区 ，

“扎根基层，贴近群众”

是他一直坚守的工作信

条。“只有深入基层，才

能 贴 近 乡 亲 们 的 心 ，将

大家的诉求转化为自己

的 工 作 目 标 。”李 卫

华说。

“ 要 让 学 生 知 道 高

原 之 外 ，还 有 更 广 阔 的

世界。”教育始终是张瑜

工作的重心。留藏工作

期 间 ，如 何 引 领 孩 子 们

从学校的小课堂迈向社

会 的 大 课 堂 ，成 为 她 持

续深耕的重要课题。

看着那曲安多县的

孩子们在中国传媒大学

齐越朗诵艺术节上自信

从 容 讲 述 着 家 乡 故 事 ，

张瑜的心中充满了欣慰

与 自 豪 。 近 几 年 ，张 瑜

积极引导基层学校组织

各 类 社 会 实 践 活 动 ，让

孩 子 们 走 出 校 园 ，感 受

祖国的壮丽山河。“在雪

域 高 原 ，教 育 不 仅 仅 是

知 识 的 灌 溉 ，更 要 点 燃

孩 子 们 内 心 的 希 望 ，拓

宽 他 们 的 视 野 。”张

瑜说。

从一腔热血到深沉

热爱，无数李卫华、张瑜

的故事正激励着更多青年人。共青团

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权益志工部副部长

达娃曲珍表示，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

划西藏专项提供了全方位的政策保障，

涵盖升学、就业及福利待遇等方面，进

一步解决了志愿者的后顾之忧。

循环经济赋能城市发展
本报记者 刘 兴

清晨，江西省丰城市桥东镇盛

家村居民熊依琴戴着智能手环走

进健身广场晨练。熊依琴是江西

格林循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质

检员，这个智能手环的外壳，正是

用她分拣的再生塑料制成。熊依

琴指着党群服务中心屋顶的光伏

板说：“以前堆废品的地方变成了

健身广场，家门口的污水塘改造成

了儿童乐园。”

这样的蜕变，正是丰城市发展

循环经济推动绿色转型的缩影。

目前，该市循环经济产业年工业总

产值突破 500 亿元，占全市工业总

量超 60%。

几十年前，丰城人肩挑箩担，

走遍全国，以“鸡毛换糖”的方式收

购废品。随着产业规模扩大，丰城

市于 2002 年启动建设围里废品市

场。然而，由于生产方式粗放，废

旧 物 资 回 收 产 业 逐 渐 成 为 污 染

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丰城市于

2007 年 开 始 建 设 循 环 经 济 产 业

园，并关停了一批“散乱污”企业。

如 今 ，产 业 园 已 签 约 企 业 200 余

家，形成完整的循环经济产业体

系，并打造出再生铜、再生铝、再生

塑料三大产业链条。

在循环经济产业园江西格林

循环拆解车间，技术总监李明阳手

持 PDA 扫描设备，废旧冰箱的“碳

足迹”即刻显示在智慧大屏上。他

身后，自动化生产线上的冰箱外壳

正被破碎成拇指大小的再生颗粒，

最终将变成建筑幕墙的基材。车

间外，满载再生铝水的叉车穿梭于

宏成铝业有限公司与今飞轮毂有

限公司之间。“铝水传输带就是我

们的‘产业血脉’。”宏成铝业总经

理熊曙雄介绍，“省去铝锭重熔工

序后，每吨成本降低 600 元。”

在桥东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赖

文凯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两个特殊

样品：一片印着灰色天然纹路的瓷

砖和一袋银光闪烁的再生铝颗粒。

“前者是每年可消纳 20万吨锂尾矿

制成的高档建材，后者支撑着汽车

制造产业链。”赖文凯说，发挥地处

园区的优势，桥东镇打造“村企共

建”党建品牌，在乡镇技能培训中心

已有 4700 名技术工人通过循环经

济技能培训班实现转型就业。

宜春丰城高新区党工委委员、

副主任王华波表示：“发展循环经

济是实现经济绿色转型的必由之

路。”目前，丰城市通过关停“散乱

污”企业、建设生态公园、改造污水

管网等举措，不仅摘掉了“江南破

烂王”的旧标签，更将循环经济打

造成了城市发展的新名片。

3 月 18 日，货轮在山

东港口青岛港装卸外贸集

装箱。今年以来，青岛港

开通 2 条到东南亚、地中

海 方 向 的“ 一 带 一 路 ”航

线，合计新开 4 条国际集

装箱航线，加快世界一流

海洋港口建设。

俞方平摄

（中经视觉）

（上接第一版）

四、加快建立食品运输
协同监管机制

（十一）建立实施散装液态食品运
输准运制度。依法建立散装液态食品

运输准运制度，明确运输散装液态食品

车辆的食品安全准入条件和技术标准，

核发食品准运证明，确保专车专用。制

定实行运输准运制度的散装液态食品

重点品种目录。

（十 二）加 强 食 品 运 输 全 过 程 监
管。市场监管部门要会同交通运输、农

业农村、粮食和储备等部门建立健全对

食品和食用农产品运输发货方、承运

方、收货方的协同监管机制，研究制定

运输电子联单管理要求，加强交付、装

卸、运输管理和运输工具日常管理，强

化从业人员教育培训，压实各方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防范污染变质风险。

五、健全食品寄递安全
和配送安全管理

（十三）强化食品寄递安全管理。
邮政管理部门要督促邮政企业、快递企

业落实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机安检

制度，防范利用寄递渠道寄递假冒伪劣

食品。邮政管理部门要与市场监管等

部门加强协作，加大对寄递环节涉食品

安全违法线索的核查处置力度，依法打

击利用寄递渠道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的

违法行为。

（十四）加强网络订餐配送安全管
理。市场监管部门要督促网络订餐平

台、餐饮经营者履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规定的义务，落实网络订餐配送环节食

品安全责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要将掌握食品安全法律知识纳入网约

配送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网络订餐

平台、餐饮经营者应根据国家职业技能

标准，结合实际建立适合网络订餐配送

行业劳动者的培训模式，强化食品安全

法律知识培训。

六、加强网络食品销售
新业态监管

（十五）压实网络食品销售从业主
体责任。网络交易平台企业要按规定

设置专门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或指定

专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严格审查食品

生产经营者入网销售主体资质，规范主

体信息、食品信息刊载公示，依法对食

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展示、药物残

留检测等进行检查把关；加强入网销售

行为过程管控，及时发现违规行为并作

出相应处置。主播及其服务机构要规

范开展营销活动，依法对其推荐的食品

进行查验。广告活动参与者要依法开

展食品类互联网广告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等。食品生产经营者要严把质量

安全关，保持线上线下同标同质。从业

主体明知或应知产品违法但未采取相

关处置措施的，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十六）强化网络销售食品安全问
题协同治理。市场监管部门要会同农

业农村、工业和信息化、网信、广电等部

门明确直播带货、私域电商、社区团购

等网络食品销售新业态治理要求，依职

责加强网络销售食品安全问题信息监

测通报和协查处置。网信部门对各部

门通报的网络销售食品安全方面的不

实虚假信息配合做好相应处置工作。

强化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双向衔接，依

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七、健全餐饮服务综合
监管机制

（十七）加强网络订餐线上线下一

体化监管。市场监管部门要会同工业

和信息化、网信等部门对存在食品安全

严重违法情形的平台依法处置。推动

平台和商户实行“互联网+明厨亮灶”，

强化无堂食外卖监管和社会监督。

（十八）强化集中用餐单位食品安
全协同管理。教育、民政、卫生健康等

部门要强化对本行业集中用餐单位的

食品安全教育和日常管理。市场监管

部门要强化集中用餐单位食品安全监

督检查及抽检监测，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并通报同级行业主管部门。

（十九）完善校园食品安全协同管
理机制。教育部门要会同农业农村、

市场监管部门建立健全学校食堂食品

安全全过程管理制度。教育部门要加

强对学校食品安全相关工作的统筹管

理和指导，完善学校食堂大宗食材供

应商资质评审制度，建立供应商不良

记录清单，推动优质安全食材进入学

校食堂。推动学校食堂大宗食材集中

招标采购，建立采购数字化平台，规范

食 材 采 购、供 应、验 收、结 算 等 流 程 。

教育部门要指导中小学校园膳食监督

家长委员会高效规范运行，会同市场

监管等部门及时办理反馈或直送的问

题。市场监管部门要严格承包经营、

食材供应、供餐等经营主体准入许可，

依 法 查 处 涉 及 学 校 食 品 安 全 违 法

行为。

八、完善进口食品风险
联防联控机制

（二十）强化进口食品部门监管联
动。境外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可能对

我国境内造成影响，或者在进口食品

中发现严重食品安全问题的，海关应

当及时采取风险预警或者控制措施，

并向同级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农业农

村部门通报，接到通报的部门应当及

时采取相应措施，并向海关反馈。市

场监管部门发现国内市场上销售的进

口食品存在严重食品安全问题，或者

在生产加工环节发现企业将进口的非

食品原料用于食品生产加工的，应当

及时采取风险防控措施，依法依规处

置并向同级海关通报；海关对市场监

管部门通报的问题，应及时开展风险

评 估 ，并 根 据 评 估 情 况 依 法 依 规 处

置。有关部门应依职责加强对综合保

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食品生产

经营的安全监管。

（二十一）完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
食品监管制度。商务部要会同海关总

署、市场监管总局建立跨境电商零售进

口食品负面清单，将明令暂停进口的疫

区食品以及因出现重大质量安全风险

启动应急处置的食品等列入负面清单

并实时调整。海关要根据市场监管部

门需要，按规定提供跨境电商企业、平

台及境内服务商等相关信息，及时开展

食品安全风险信息交流。市场监管总

局、商务部等部门要进一步明确跨境电

商零售进口食品召回责任。市场监管

部门要加大召回监管力度，督促相关责

任方及时召回。

九、加强组织实施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食

品安全工作，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下，强化组织领导，结合实际抓好本意

见贯彻落实。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

及其办公室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指导

作用，整合优化食品安全领域技术资

源，提高支撑保障能力。各有关部门要

各负其责、有效协同，确保食品安全全

链条、各环节监管有机衔接，责任全面

落实。重大事项及时按程序向党中央、

国务院请示报告。

（新华社北京 3 月 19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