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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 今年以来，按照公安部
统一部署，全国公安机关紧密结合夏季
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昆仑2022”
专项行动，突出打击重点、深化源头整
治，持续依法严打互联网侵权假冒犯罪
活动，破获相关案件1700余起，铲除一
批制假售假犯罪链条网络，切实维护消
费者和企业合法权益，着力营造良好的
网络购物消费环境。“双十一”来临之
际，公安部公布依法严厉打击网上侵权
假冒犯罪10起典型案例，具体为：北京
等地公安机关破获侵犯北京冬奥会知
识产权犯罪系列案、天津等地公安机关
破获盗版中小学教辅图书系列案、山西
公安机关破获制售假冒品牌电池案、山
东公安机关破获制售假冒品牌运动鞋
案、江苏公安机关破获制售假冒品牌自

行车案、浙江公安机关破获制售假冒品
牌化妆品案、安徽公安机关破获制售有
毒有害减肥食品案、福建公安机关破获
制售假冒品牌服饰案、广东公安机关破
获制售假冒品牌手机配件案和广西公
安机关破获制售有毒有害凉茶案。其
中，两起案例涉及食品领域。

近年来，电商微商、直播带货等网
络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的兴起，极大方
便了群众生活、丰富了消费体验，但其
中一些侵权假冒商品不仅侵犯了正规
厂商的知识产权，破坏了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更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全国公安机关瞄准网上侵权
假冒犯罪活动，深入摸排、筛查涉假线
索，紧盯群众、权利人企业和互联网平
台公司等反映集中的“网红”“直播间”

“网店”“公众号”“短视频”等，坚持打
源头、端窝点、断链条、摧网络、追流
向，强化全环节、全要素、全链条破案攻
坚，常态化保持对网上侵权假冒犯罪的
高压严打态势，破获了一批大要案件，
有力打击震慑此类犯罪活动。

公安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负责人
表示，公安机关将持续扎实开展“昆仑
2022”专项行动，始终将打击锋芒对准危
害群众生产生活安全的侵权假冒犯罪，
推动打击侵权假冒犯罪工作向纵深发
展，切实保障广大消费者和各类市场主
体合法权益，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
秩序。公安机关提示广大消费者，在“双
十一”网上购物高峰期，要切实增强自
我防范意识，切勿轻信不具备相关资质
的平台和个人，谨防掉进消费陷阱。

公安部公布多起网上侵权假冒犯罪案例

本报综合 日前，经报请国务院食品安
全委员会批准，国务院食品安全办正式命
名29个城市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自2014年7月，部
署启动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活动，
目的是通过创建活动，进一步调动地方党
委、政府积极性，提升食品安全全过程监
管能力，推动落实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
和企业主体责任，通过示范引领，带动更

多地区乃至全国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食品安全满意度。

2019年5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将食
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活动纳入食品安全
放心工程建设攻坚行动。截至目前，国务
院食品安全办已部署5批179个城市开展
创建，覆盖所有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

2021年以来，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积极

会同相关部门等，组织对第一批国家食品
安全示范城市进行复审，对第二批创建城
市进行评价验收。

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海淀区，天津
市和平区、宝坻区、蓟州区，河北省石家庄
市、唐山市、张家口市，辽宁省沈阳市、大
连市，吉林省长春市，上海市徐汇区、闵行
区、浦东新区，江苏省南京市，浙江省杭州
市、宁波市，福建省厦门市，山东省青岛

市、潍坊市、烟台市、威海市，湖北省武汉
市，湖南省长沙市，广东省广州市、深圳
市，四川省成都市，陕西省西安市等29个
城市（区）自创建以来，不断夯实食品安全
工作基础，压实食品安全各方责任，提升
食品安全保障水平，本地区食品安全状况
总体平稳向好，社会认可、群众满意，最终
通过国家评审验收，获得“国家食品安全
示范城市”荣誉称号。

国务院食安办命名29个“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本报综合 为了稳步推进稻渔综合
种养产业高质量发展，农业农村部印发
《关于推进稻渔综合种养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发展现代化生产。开展稻田标准化
改造，加强田块整理。科学设计田间工
程，合理布设边沟和水利沟渠，提升节水
保水抗灾能力。推进稻田农机作业通行
条件改造，加快先进适用农机具示范推
广应用。发展智慧种养，推动现代信息
技术在稻渔综合种养中的应用。

提升耕地质量。科学评价不同类型
耕地承载能力，合理确定养殖规模和密
度。坚持养田和用田相结合，科学设置
种养农时，留足晒田时间，实现“顺季顺
茬”生产。鼓励繁养分离、周期性水旱轮
作，防止稻田潜育化。发挥稻渔综合种
养对土壤盐渍化改良和地力修复提升作
用，推进以渔降盐、以渔治碱。

推广生态模式。根据稻作区类型遴
选稻渔综合种养主导品种，优先发展能
够促进水稻生产、提高复种指数且绿色
低碳的主推模式。以品种适宜、资源节
约、技术先进、配套成熟的种养模式为重
点，加强田间工程、品种选择、水稻栽培、
水肥管理、养殖管理等技术集成示范。

强化生产监管。严格控制沟坑占
比，沟坑面积不得超过总种养面积的
10%。严禁超标准开挖耕地，不达标田块
须有序整改。鼓励少沟或无沟化模式，
优化沟坑式样。最大程度发挥边行效
应，保证水稻栽插密度。加强稻田生态
环境监测，强化投入品管理，加大产地稻
米、水产品质量安全执法监管力度。

农业农村部推进稻渔综合
种养产 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综合 11月2日，工业和信息化
部消费品工业司组织中国食品添加剂和
配料协会、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中国
调味品协会、中国饮料协会、中国焙烤食
品糖制品工业协会以及相关企业召开座
谈会。

会议听取了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改
进生产工艺、加强技术创新，以及调味
品、饮料、焙烤食品等生产企业创新食品
添加剂使用、提升产品质量水平等方面
的情况。

此外，会议要求有关协会持续开展
食品添加剂科普宣传，引导消费者科学
认识食品添加剂的作用和安全性，减轻
“海克斯科技”相关舆情对食品添加剂乃
至食品工业的负面影响，营造良好舆论
环境。

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
规范食品添加剂行业本报讯 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

日，经国务院同意，市场监管总局、中央
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等18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进一
步提高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行动方案
（2022—2025年）》（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提出，要立足新发展阶段，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树立质
量第一的强烈意识，围绕提高供给体系
质量，直面市场需求和群众关切，聚焦
突出问题、明显短板和发展关键，坚持
一个一个行业抓、一类一类产品抓，着

力打通一批产业链供应链质量堵点，攻
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质量难点，化解一
批民生消费领域质量痛点，更好支撑现
代产业体系优化升级，更大力度保障优
质产品、工程和服务有效供给，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方案》从推动民生消费质量升级、
增强产业基础质量竞争力、引导新技术
新产品新业态优质发展、促进服务品质
大幅提升4个方面部署了质量提升的重
点任务，强调以质量变革创新推动质量
持续提升，要求强化实施保障，明确提
出到2025年，质量供给与需求更加适

配，农产品食品合格率进一步提高，消
费品优质供给能力明显增强，工业品质
量稳步向中高端迈进，建筑品质和使用
功能不断提高；生产性服务加快向专业
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可及
性、便利性和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全面
提升。

《方案》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要加强组织领导，将提高产品、工程和
服务质量作为建设质量强国、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内容纳入重要议事日程，
结合实际制定具体方案，完善配套政策
措施，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本报讯 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11月
10日，全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组织开展2022年全国侵权假冒伪
劣商品统一销毁行动。主会场设在四川
省绵阳市，北京、河北、辽宁、吉林、黑龙
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
河南、湖北、广东、广西、陕西、甘肃17个
省（区、市）设分会场，主、分会场同步销
毁。全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甘霖在
北海市分会场参加销毁活动并讲话，四
川省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副省长杨兴平致辞，广西壮族自治区打
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自治区
副主席苗庆旺参加分会场行动。

甘霖指出，近年来，各地各有关部
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大力
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坚决依法惩处
侵犯知识产权违法行为，有序开展侵权
假冒伪劣商品销毁行动，取得积极成

效。此次统一销毁行动，是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务实举措，是推动高
质量发展、绿色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
一次有力实践，彰显了中国政府强化知
识产权保护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下
一步，全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将继续强化统筹协调，持续加大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严厉打击侵权假冒，
切实维护中外权利人合法权益，努力营
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杨兴平表示，四川省委、省政府始终
把打击侵权假冒伪劣工作摆在突出位
置，坚持站在群众角度确定工作重点，通
过铁的手腕强力整治违法乱象，依靠社
会共治提升监管实效，在法治建设、监管
执法、司法保护、协作配合、宣传引导等
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下一步，四川省
将把推进“双打”工作作为积极参与全国
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内容，深化跨部
门、跨区域联合执法，进一步创新监管方

式，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依法严厉打
击侵权假冒伪劣违法犯罪行为。

此次销毁行动是2022年中国公平
竞争政策宣传周重要配套活动。据统
计，销毁商品包括侵权假冒伪劣食品药
品、服装鞋帽、烟酒、盗版非法出版物等
逾30大类100多个品种，重量超过3000
吨，货值达5亿元。销毁坚持无害化处
理原则，采取拆解、填埋、焚烧等方式进
行，符合绿色环保相关规定。

销毁启动仪式上，四川省市场监管
局局长陈凯、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管
局党组书记李泽、四川省绵阳市市长李
云作了发言。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
局、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全国打击侵权假
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有关同志，相
关省（区、市）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负责人，部分国家驻华使
（领）馆官员，相关行业协会、中外权利
人代表、媒体记者等参加。

18部门联合推动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提升

18省（区、市）统一销毁侵权假冒伪劣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