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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蒋杰

　　知识产权保护是创新发展的核心要素，
是促进营商环境健康发展的基石。
　　2021年3月，浙江宁波在全省率先挂牌
成立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成立以来，知识
产权检察办公室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持续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助力法
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宁波检察机关共办理
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778件1459人，其中
审查逮捕案件157件234人，审查起诉案件
621件1225人，依法提起公诉案件422件718
人，均获有罪判决。通过办案，督促退赔被
害人损失近1.9亿元。

加强电商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营商环境的重要
标尺。宁波检察机关坚持惩治与保护并重，
提升司法温度，护航企业“轻装上阵”。
　　2018年10月至2022年6月，李某在明知自
己未取得权利人授权且所售商品是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的情况下，招募章某等8人为
员工，销售假冒驰名商标的服装、鞋履、包
具、手表、饰品等商品，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
70余万元，违法所得共计15万元。
　　余姚市人民检察院于2023年2月27日、3
月31日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先后
对李某等6人向余姚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并支持“Adidas”“Nike”注册商标所有权人提
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余姚市法院对两案作并案处理，于2023
年4月28日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分
别判处李某等6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十个月至

三年二个月不等，部分适用缓刑，并处罚金；
同时判决分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单位
阿迪达斯有限公司经济损失2万元、耐克创
新有限合伙公司经济损失3万元。
　　针对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直播电商行
业存在隐患和风险，余姚市检察院牵头市
商务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出台《直播
电商知识产权合规指引（试行）》，从直播
电商平台、直播电商商家等知识产权风险
防范进行引导，为本地区直播电商规范发
展提供指引。检察官还主动走进余姚阳明
电子商务产业园，为全市30余家直播电商
经营者详细解读《直播电商知识产权合规
指引（试行）》，并针对直播电商行业内易
发、多发的侵犯知识产权等问题开展以“直
播电商知识产权刑事风险防控”为主题的专
项培训。

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针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呈现链条化、网
络化、跨区域化特征，宁波检察机关以“打源
头、端窝点、摧网络”为目标，强化全链条打
击，形成高压震慑。全市检察机关共办理涉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778件1459人，刑事打击力
度持续加大。
　　2020年以来，章某明知其所售的牛某山
陈酿白酒系假冒商品，仍多次出售给北仑区
多家食品店商家，累计销售金额共计10万余
元。上述商家在采购时未查验供货者的许可
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
明，导致上述假冒伪劣白酒流入市场，基本
已销售完毕。
　　北仑区人民检察院刑检部门在办理章
某销售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一案中发现该线
索，遂移送公益诉讼部门办理，公益诉讼部
门于2023年6月28日立案，2023年7月6日公告。
　　经调查发现，章某明知所售白酒为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仍对外销售，违反了相
关法律法规，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破坏
了营商环境。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
规定，北仑区检察院于2023年8月9日提起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北仑区人民
法院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判决章某支付
惩罚性赔偿金人民币30万元。北仑法院于
2023年11月21日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生效判决，章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6万元，支付惩罚性赔偿金人民币3 0
万元。
　　同时，北仑区检察院按照与区人大、政
协会签的《关于建立代表建议、委员提案与
检察建议衔接转化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试
行）》，于2023年10月17日向职能部门发出诉
前检察建议，建议对相关商家作出处理，并
加大对辖区内食品经营者进货查验的监管
力度。
　　职能部门在收到检察建议后，组织执法
力量对相关商家进行了检查，责令商家立
即整改并给予警告，并于2023年10月25日
召开会议，从落实进货查验与索证索票制
度等四方面指导食品销售者加强食品安全
管理。
　　该案为宁波市首例食品类知识产权综
合履职案件，北仑区检察院“刑事公诉+民
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的办案模式，
不仅彰显检察机关对知识产权犯罪的打击
力度，实现对知识产权的全方位保护，同时
也是检察机关积极融入知识产权建设、构
建知识产权全方位综合性司法保护的具体
体现。

构建知识产权保护新格局

　　近年来，宁波检察机关主动融入宁波知
识产权强市和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建

设工作，秉持“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
护”工作理念，制定《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的实施意见》，构建知识产权保护
新格局———
　　在全省率先探索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诉
前赔偿机制，搭建调解平台，督促嫌疑人赔
偿与提前介入、检察听证、认罪认罚、量刑建
议等工作同步进行，提升办案质效。2024年以
来，共开展诉前调解78件123人，成功调处75
件118人，诉调开展率为61 .4%、成功率达
96.2%，帮助69家被侵权企业获得民事赔偿共
计3424万元。
　　在全市选取100家重点企业，挂牌设立
知识产权检察保护联络站，通过定期走访回
访，搜集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的知产保护
难题，形成搜集、研究、解决、反馈“一条龙”
处理机制，帮助企业常态化解决问题，建立
安全牢固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建立并推广涉企知识产权侵权快响机
制，实现一窗受理、内部流转、协同处置、闭
环跟踪，为企业提供涉知识产权案件快速办
理、维权辅导、法律咨询等“一站式”检察
服务。
　　针对侵犯商业秘密案件明显增多的趋
势，建立“亲历审查+专家支持”商业秘密刑
事案件办案模式，坚持上下一体、共同研判，
克服专业门槛高、司法认定难等困难，高质
量办理了一批知名企业被侵犯商业秘密
案件。
　　以全国模范检察官、全国优秀公诉人等
领衔组建专业化“快响”办案团队，从受理分
流、案件办理、追赃挽损、服务企业等专业化
维度提升检察履职能力。组织资深检察官成
立“启明星”法治宣讲团，积极开展知识产权
主题宣传活动，举办拟上市企业、新能源车
企等知识产权专题讲座或座谈会10余场，覆
盖企业200余家。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王  佳 邓弟红
　　
　　“亲爱的弟弟，你离开我们已经整整8个
月了，这期间，爸爸妈妈总会默默看着你的照
片，眼里闪着无尽的怀念与哀痛。而我循着你
的脚步，穿上了和你一样的警服，我想，你一
定也会对我的选择感到欣慰吧……”
　　4月3日，穿着藏蓝警服的祖丽胡马尔·热
合曼和母亲一起，带着鲜花为弟弟阿力木·热
合曼扫墓，完成了一场和同为辅警的弟弟跨
时空的“相遇”。
　　2024年8月，祖丽胡马尔·热合曼带着对
弟弟的无尽思念，化悲痛为力量，加入人民公
安队伍，成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市公安
局齐满派出所巴扎警务站辅警。
　　时间回到2024年7月5日凌晨，库车市齐
满镇渭干村3名群众不慎落入防渗渠中。接到
群众报警后，正在附近巡逻的齐满派出所辅
警阿力木·热合曼和同事迅速前往现场开展
救援。
　　危急时刻，阿力木·热合曼不顾个人安
危，毫不犹豫跳入湍急的水渠，奋力将落水群
众拖向岸边，在救援第三名群众时，体力早已
透支的阿力木再也坚持不住，疲惫的身躯迅
速被冰冷的水流吞噬，生命永远定格在了
20岁。
　　阿力木·热合曼的牺牲令家人悲痛不已，
从小看着弟弟长大的祖丽胡马尔·热合曼强
忍悲痛，终日陪伴以泪洗面的双亲。
　　望着父母日益憔悴、苍老的面容，牵挂与
不舍在她心中翻涌，经过认真考虑，原本在乌
鲁木齐工作的祖丽胡马尔最终割舍下了大城
市的一切，决定安心留在阔别已久的故乡，陪
伴年迈的双亲。
　　阿力木·热合曼牺牲后，阿克苏地区公安
局、库车市公安局党委和当地镇政府领导多
次赴家中看望慰问，组织上细致入微的关怀，
向祖丽胡马尔的内心不断传递着温暖的
力量。
　　“每次看到弟弟的领导和同事们来家里

探望，妈妈的眼里都泛起泪花，听着大家说起
阿力木服务群众、舍己救人的事迹，她的眼神
里又会闪过一丝欣慰，从他们身上，妈妈看到
了弟弟的影子。”祖丽胡马尔说。
　　关怀融化伤痛，梦想生根发芽。
　　随着时间的推移，祖丽胡马尔·热合曼越
来越觉得弟弟从事的这份职业崇高又神圣，
她也渴望成为其中一员，将曾经收获的温暖
传递给更多的人。“走弟弟未走完的路，完成
他未竟的事业”便成了她人生新的规划。
　　“阿力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希望你也能
像他一样，用自己的行动守护一方安宁，续写
这份责任与担当，努力在基层一线实现人生
价值。”2024年8月，库车市公安局面向社会招
聘辅警，祖丽胡马尔经考察面试后顺利被聘
用。在弟弟阿力木曾经工作的警务站，站长张
永伟为她生动讲授了从警第一课。
　　基层警务工作繁冗复杂，面对从未接触
过的公安业务工作，祖丽胡马尔一项一项学、
一点一点钻，短短半年，她就基本掌握了辖区
住户、商铺等情况。
　　“弟弟的笔记本里详细记录着巴扎警务
站管辖片区的基础信息，这在工作上给了我
很大帮助。”祖丽胡马尔说。
　　加入辅警队伍至今，祖丽胡马尔凭借一
股不服输的韧劲和弟弟留下的宝贵经验，与
全站上下民警辅警成功调处化解各类矛盾纠
纷43件，为辖区群众提供帮助27次。
　　曾因外出买菜摔伤被祖丽胡马尔送回家
的老人吾尔尼萨汗·达吾提说：“她和阿力木
一样都是热心肠，工作也细心，对待我们就像
对待自己家人一样。”
　　穿上警服，祖丽胡马尔逐渐理解了弟弟
扎根基层的辛苦、奉献与担当，虽然没有机会
和弟弟并肩作战，但弟弟的精神却像一道光
指引着她奋勇前行。
　　“弟弟永远都在我们心里，我们永远都会
记得他，我知道他心里放不下自己热爱的公
安事业，他未竟的事业我会替他继续做
好……”祖丽胡马尔在自己的日记本里这样
写道。

提升司法温度护航企业“轻装上阵”
宁波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走弟弟未走完的路，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筑牢反诈防线

  图① 假日来临，江苏省灌云县公
安局组织民警走进辖区景区，将景区
化作流动课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
游客讲解防骗识诈要点。图为民警向
游客宣传反诈知识。

本报记者 罗莎莎  
本报通讯员 吴晨光  

何丽婷 摄  

  图② 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市中
分局刑警大队反诈一中队民警近日
来到济南普利初级中学，开展“识骗
防诈 少年先行”主题反诈宣传教育活
动。图为民警和学生在互动问答。

本报通讯员 郝鑫城 摄  

  图③ 春耕备耕临近，黑龙江省大
兴安岭地区行署（森林）公安局韩家
园分局民警深入辖区大棚开展反诈
宣传活动。图为民警向种植户讲解
反诈知识。 

本报记者 张冲  
本报通讯员 宋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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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周孝清
□　本报通讯员 龙浩然 余卓恒
　　
　　刑事案件发案数、治安案件发案数、信访件总量分别同比下
降26%、22%和18%；“法律明白人”发展人数逾4.1万人，平安志愿
者人数达2.16万人，分别占全县总人口的14.6%和7.7%……2024年
以来，江西省浮梁县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工作交出一
份亮眼“成绩单”。
　　近年来，浮梁县政法机关紧紧围绕“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
事、服务不缺位”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平
安、护稳定、促发展，打造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格局，做到矛盾
纠纷预防在前、调解优先，走出了一条具有浮梁特色的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新路子。

信访工作关口前移“纾民困”

　　“太感谢你了！解决了我女儿上学的问题。”近日，刘某夫妇
为网格员李玲送上一面“为民解忧暖人心 至真至诚显真情”的
锦旗。
　　刘某夫妇是两位从外省来浮梁县定居的教师，由于人生地
不熟，其大女儿入学成了难题。李玲了解情况后主动担当，多方
走访，终于解决了包括刘某在内的几户家庭的孩子入学难题。而
后，刘某因家庭原因要给孩子办理转学手续，李玲再次伸出援
手，主动协助联系学校说明情况，并上门收集材料，为远在外地
的刘某代办了手续，解决了孩子的转学问题。
　　据了解，浮梁县积极实行“网格+信访”模式，推动信访工作
关口前置、重心下移，做到“信访隐患预防在先、信访矛盾解决在
前”。该县将辖区划分为244个网格，在每个网格配备专兼职网格
员，并建立网格员微信群。网格员将线上收集社情民意与线下实
地走访相结合，把服务延伸至户、精准到人，形成了民生事项闭
环管理。
　　2024年，全县网格员共流转562条民生事项到城管局、公安
局、供电等职能部门，目前已全部办结。

行业调解协同共治“惠民生”

　　陈女士因不满物业服务拒交物业费，物业公司催缴未果后
向浮梁县物业纠纷诉调中心求助。中心调解员委托物业调查员
核实服务情况，后由于调解未果，案件转入速裁快审程序。浮梁
县人民法院法官查明案情后联合调解员提出“差异化欠费处理”
方案。最终，陈女士与物业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并支付了7000
余元。
　　浮梁县法院在该县城北社区成立物业纠纷诉调中心，联合
司法行政、住建、城管等部门创建“五社联动”工作机制，使纠纷
全流程在诉调中心“一站式”完成。诉调中心与社区调解室形
成两级联动，根据纠纷的难易程度制定调解员匹配机制，对
于日常的物业纠纷，由小区特邀调解员先行调解；无法调解
的纠纷，引导至社区调解工作室由公益性律师负责调解；对
于重大疑难复杂的物业纠纷或者群体性物业纠纷，由诉调中心
法官调解或巡回审判。
　　中心成立以来，共调处物业纠纷1200余件次，调处成功1100余件次，发送司法建议书6份，收
到反馈6份，回复率达100%，有效解决了群众的揪心事、烦心事。

矛盾纠纷就地化解“暖民心”

　　鲁某向郑某提供蔬菜、佐料，郑某一直未付货款近两万元。经多次催收无果，鲁某遂到浮梁
县“访调诉”一站式服务中心寻求解决。中心受理后，浮梁县法院迅速介入，组织双方人员到志
明调解室联合调解。通过耐心释法明理，促情理法融合，引导双方互相理解让步，促成双方达成
调解协议。
　　近年来，浮梁县委政法委深入推进综治中心建设，将“多中心”集成为“一中心”，打造
综治中心、人民来访接待中心、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三位一体”的“访调诉”一站式服务
中心。中心采取“集中常驻+动态轮驻+因需随驻+在线云驻”工作模式，并整合公安、法院、
信访等部门力量，形成多部门“联合作战”，做到“一个中心统管、一个窗口受理、一站式接
待、一揽子解决”，实现了信访接待、多元调解、诉讼服务等联合调处，促进矛盾纠纷就地
化解。
　　2024年以来，浮梁县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3607起，化解3598起，化解率达99.7%。
　　“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浮梁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余志峰表
示，下一步，该县将继续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网格化治理、社会化参与、行业化调处、信息化运
行，实现矛盾纠纷发现在小、化解在早、吸附在基层，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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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上接第一版 建立了市区两级联合接访服
务平台，设置涉法涉诉、房地产领域与城
市管理、综合受理等5类接待窗口，建设预
警处置室、律师工作室、警务室等6个功
能室。
　　运城市综治中心还吸收各部门调解组
织、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调解品牌工作室
等8类调解资源，建立完善了组织联建、业务
联帮、工作联动、服务联合的“三调四联”机
制，实现一窗受理、一站调处、一地化解，进
一步提升了矛盾纠纷化解平台的多元性，打
造高水平解纷“终点站”。

　　作为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
城市，运城市综治中心在社会心理服务平台
上提升实用性，打造纾民忧“稳压阀”，投资
70余万元购置心理服务专业设备，建成团体
放松室、心理体验室、个体咨询室等8个功能
室，政府购买聘请11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组建达40余人的志愿者队伍，积极参与
矛盾调解和信访化解工作，成效明显。

盘活各类资源

　　为建立健全规范化运行体系，运城市综
治中心建立了“四一接待”机制，即“一揽子

受理、一本账记录、一支笔分流、一口径反
馈”；建立了“联调联处”机制，实行闭环化
运行；建立了“四级贯通”机制，纵向贯通
市县乡村四级中心，横向联通14个职能部
门，全面盘活中心各类资源，治理触角延伸
到每一个网格。
　　同时，运城市综治中心积极探索高效化
管理新路径。加强组织建设，提升服务水
平。设置临时党支部两个，56名党员全部编
入各党支部，严格参加党组织活动；设置党
员先锋岗5个，通过“戴党徽、亮身份、明职
责”，实行亮牌上岗行动，营造想作为、敢

作为、善作为的良好风尚。加强中心管理，
提升办理效率。建立健全中心联席会议、人
员管理办法、定期通报等配套制度，完善“一
体化”运行和“一站式”办理运行机制，打造
顺畅高效的集中办公、集约管理、集成服务
运转模式，构建了衔接紧密的全周期、全过
程管理体系。
　　据统计，2024年以来，运城市综治中心
共接待群众4362批9719人次，受理诉求4346
批9346人次，办理完结3783批7673人次，均
做到受理当天核实、当天回复，群众满意率
达98%。

努力打造“一站式”综合体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