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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9月23日电 （记者陈曦）“阳澄

湖还没开湖呢，你在哪里买到的？”今天，北京

市民王先生有些郁闷。为了宴请朋友，他在

一家打出“阳澄湖”招牌的网店以 498 元的价

格购入 8只母蟹。然而，前来赴约的友人告诉

他，阳澄湖大闸蟹尚未开捕。一头雾水的王

先生点开店铺一看，才发现自己购入的原来

是“阳澄湖镇大闸蟹”。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大闸蟹上市的季

节。9 月 9 日，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

发布消费提示函，明确今年开捕时间定于 9月

25日。不过，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商家已经开

始以“阳澄湖”为噱头进行引流，跟消费者玩

起了文字游戏。

“阳澄湖镇”“阳澄湖发”“阳澄湖蟹”……输

入“阳澄湖大闸蟹”进行搜索，搜出的结果除了为

数不多的正品蟹外，还有五花八门的“李鬼”蟹。

在一家售卖“阳澄湖镇大闸蟹”的店铺，评

论区有人提问：“是正品吗？”不少消费者表示

“不晓得，但品质还行”。也有消费者一语道破：

“湖蟹每年产量那么少，怎么可能在网上流通？”

当记者询问商家是否为“阳澄湖大闸蟹”时，客

服只是反复表示“产地为苏州阳澄湖镇”。

阳澄湖大闸蟹以体大膘肥、肉质膏腻闻

名，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由于地理标志产

品的特定质量与产地的自然或人文因素密切

相关，是当地的标志性特色产品，因而受到市

场欢迎。近年来，一些不法商家打起了地理

标志的主意，从茅台酒到西湖龙井，从奉化水

蜜桃到阳澄湖大闸蟹，地理标志被冒用和“搭

便车”的现象屡见不鲜。

为了方便消费者辨识，苏州市阳澄湖大

闸蟹行业协会每年都会为会员单位分发防伪

蟹扣。防不胜防的是，一些商家“做戏做全

套”，给自家普通蟹也套上了“防伪蟹扣”。

这些“假蟹扣”从何而来？记者发现，目

前，有多家网店出售阳澄湖大闸蟹“防伪蟹

扣”，有的蟹扣标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字

样，有的还附上了可供溯源的二维码，扫码后

显示的却是一个很粗糙的自制页面。

北京盈善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清鑫表示，

保护地理标志的目的在于确保消费者对产品

的真实来源不致发生误解，使产品质量得到

社会承认，让生产者和消费者两方面的权益

都得到保障。而使用与地理标志相同或相似

的商标，试图通过混淆概念牟利，侵害了注册

商标专用权。此外，贩卖假防伪标识的行为

同样构成商标侵权。

张清鑫建议，市场监管部门应加强对“碰

瓷”地理标志行为的打击力度，电商平台也要

压实责任，提示商家相关法律风险，不让“李

鬼”产品横行。

“阳澄湖镇”“阳澄湖发”冒充原产地、套上假蟹扣，做戏做全套！

“阳澄湖大闸蟹”：正品尚未开捕 “李鬼”蟹已上市

9 月 23 日，游客在保山市隆阳区咖啡
直播基地购买咖啡。

当日，第二届保山小粒咖啡文化周在
云南省保山市开幕，活动期间将举行电商
直播大赛、咖啡烘焙大赛和各类培训等活
动，促进咖啡等农产品消费，助力乡村振
兴。据了解，保山市咖啡种植面积达13万
亩，是当地农民致富主要产业。

新华社发（梁志强摄）

咖啡成云南保山

农民致富主产业

本报讯 （记者赵思远 叶小钟）日前，广

东、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广

西、海南 9省（自治区）自然资源部门在广州签

订《不动产登记“跨省通办”合作框架协议

书》，聚焦不动产登记领域企业群众高频事

项，建立以“全程网办”为主、线下帮办为辅的

不动产登记“跨省通办”服务机制，充分应用

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手段，集成应

用网上“一窗办事”平台，基本实现高频不动

产登记业务“跨省通办”，提升企业群众异地

办理不动产登记便利度。

协议约定，9省（自治区）在建立健全工作

机制、强化信息互通共享、优化升级网办系

统、完善工作职责分工、加强数据安全防护等

方面开展交流合作。在 9省（自治区）范围内，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

记、变更登记、抵押登记、预告登记、不动产登

记信息查询等 5大类 13项业务纳入首批通办

事项，后续逐步覆盖国有土地上房屋全部登

记业务。

据了解，下一步，9 省（自治区）将推动更

多高频事项“跨省通办”，提升跨区域政务服

务水平，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同时，进一步加

强区域交流协作，形成示范带动效应。

9省区开展不动产登记“跨省通办”

本报讯 （记者赖志凯）近日，北京市启动

“学医景商”（学校、医院、景区、商超）非机动

车停放市区共治试点。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

获悉，北京市将通过点—线—面融合全面推

进慢行系统再提升，推进城市道路、园林绿

道、滨水道路三网融合，综合施策整治非机动

车停车秩序。

今年，北京市城六区和通州区将完成 169
公里非机动车道拓宽、12.7 公里非机动车道

增设工作，完成 201.5公里自行车优先标识设

置工作。其中，将围绕核心区“两轴一城一

环”的空间布局特征，持续提升长安街沿线和

纵深区域环境品质，改善北京站、各大医院周

边的环境和交通秩序，打通断头、完善路网，

优化区域慢行交通组织。

据悉，为全面改善北京市非机动车停放

秩序，北京市交通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日前正式印发《关于加强非机动车停车管理

的指导意见（试行）》和《北京市非机动车停

车管理工作方案》，提出从供需两端着手，构

建“市区街联动、政企民共治”的管理机制。

按照工作方案的要求，在巩固前期轨道站点

停放秩序治理成果的基础上，今年内将启动

14 个重点“学医景商”非机动车停放市区共

治试点，总结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标准

和经验，打造规范、有序、安全的非机动车停

车环境。

北京综合施策整治非机动车停车秩序

新华社记者 陈炜伟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是我

国的重大政策部署。今年 3 月，国务院发布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

动方案》；7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

印发《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

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

加力支持“两新”取得哪些进展？如何推

动政策取得更好效果？国家发展改革委 23日

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详解

“两新”政策新成效新举措。

“两新”政策效果不断显现

若干措施提出，统筹安排 3000 亿元左右

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介绍，近

两个月，加力支持“两新”的配套细则全面出

台，国债资金全面下达，支持政策全面启动。

截至目前，各部门支持“两新”的加力措施已

经全部启动，各地也配套出台了一系列细化

落实举措。

赵辰昕表示，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两

新”工作逐步取得明显成效，并还在不断显现。

设备更新政策持续推进，有效调动了经

营主体更新生产、用能、电梯等各类设备的积

极性。前 8 个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

16.8%，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4.2%，

比前 7 个月提高 3.5 个百分点，说明加力政策

实施后，8月份的拉动效果更加明显。

各地以旧换新政策陆续落地，带动重点

消费品销售明显上涨。8 月份全国乘用车零

售量为 190.5 万辆，环比增长 10.8%。家用电

器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由降转升，8月份同比

增长 3.4%。从平台和卖场情况看，近期家电

以旧换新消费快速增长。

预计全年将实现200万辆低排放
标准乘用车退出

实施标准提升行动是“两新”的重要方

面。赵辰昕说，目前，今明两年拟制定、修订

的 294 项国家标准已全部立项，其中 70 项已

完成制定修订，已向社会发布，涉及能耗能

效、污染物排放、安全生产、电动汽车、家用电

器、家居用品、民用无人机等多个领域。

提高能效水平是消费品以旧换新的重要

方向。赵辰昕介绍，在政策带动下，8 月份新

能 源 汽 车 零 售 达 到 102.7 万 辆 ，环 比 增 长

17%，新 能 源 汽 车 渗 透 率 连 续 两 个 月 突 破

50%。预计全年将实现 200 万辆低排放标准

乘用车退出。

大力支持重点领域技术改造和设备
更新项目

资金保障是加力推进“两新”工作的关键

环节。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赵长胜介

绍，财政部及时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和设备

更新贷款贴息资金。同时，财政部配合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建立了定期调度机制，密

切跟踪政策实施进展，明确资金使用“负面清

单”，要求相关资金不得用于平衡预算、偿还

政府债务或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三保”支出

等，并通过线上监控、线下核查等具体举措，

防止资金挤占、挪用。

中国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司长彭立峰表

示，中国人民银行将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部门进一步加大对银行机构和地方政府的指

导督促力度，通过加快贷款项目的土地、规

划、环保、安全等证照办理进度，将更多民营

企业、中小企业、涉农主体的项目纳入备选清

单，加大融资担保和风险补偿支持力度等措

施，用好用足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大

力支持重点领域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项目。

进一步完善废旧产品设备回收网络

在废旧物资回收方面，赵辰昕介绍，针对

回收渠道不够完善等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

会同有关部门深入推进垃圾分类网点与废旧

物资回收网点“两网融合”，提高可回收物分

类准确率。截至目前，全国建成回收网点约

15 万个，各类大型分拣中心约 1800 个，有效

解决了过去回收网点不够、不完善的问题。

他表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

有关方面，加快构建覆盖各领域、各环节的废

弃物循环利用体系，持续畅通资源回收利用

链条，推动实现“去旧更容易，换新更便捷”。

（新华社北京 9月 23日电）

支持政策全面启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有新进展

本报讯 （记者马学礼 李静楠）近日，记

者从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厅获悉，宁夏通过

一系列创新策略和工作部署，有效点燃科技

创新的“火焰”，为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注入强大动力。从 2018 年至 2023 年，宁夏的

技术合同成交额实现了从 12.11 亿元到 40.51
亿元的跃升，年均增长率达 33.99%。科技成

果登记数量由 168 项激增至 1249 项，年均增

长率高达 49.37%，在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

应用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据了解，宁夏先后修订出台 20 多项法规

政策，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同时，建立了由多部门共同参与的科技金融

联席会议机制，与 30 家金融机构建立战略合

作关系，与 28个市、县（区）和科技园区建立联

动机制，形成了多层次、广覆盖、差异化的科

技金融服务体系，并通过贷款、担保、保险、补

助等多种方式，成功引导金融资本为 4356 家

（次）科技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此外，宁夏积极培育专业化技术转移机

构，吸引区内外高校设立技术转移中心，目

前已建成 25 家技术转移机构。通过在宁夏

大学、宁夏农林科学院开展职务科技成果赋

权改革试点，实现了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

权和收益权的下放，将成果转化收益全部留

归成果完成单位，成果转化净收入的 80%用

于奖励成果完成团队，极大地激发了科研人

员的成果转化热情。为培养更多技术转移

人才，宁夏首次将技术经理人纳入专业技术

职称系列，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举

办专业培训班，已累计培训技术经理人近

500 人。

5年来技术合同成交额年均增长率达 33.99%

宁夏科技成果转化全面提速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记者赵文君）据全国组织机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统计，我国制造业企业总量

突破 600万家。

这是记者 23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的。数据显示，2024
年 1至 8月，我国制造业企业数量呈现稳健增长态势。东部地

区产业集中度及产业链成熟度优势明显，制造业企业总量占

比最高。中部地区承东启西、沟通南北区位优势独特，制造业

企业数量增幅最大。我国制造业企业的规模和质量逐步提

升，国家政策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效果开始显现。

据统计，截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我国制造业企业总量达

到 603 万家，与 2023 年底相比增长 5.53%，其中与战略性新兴

产业有关的企业 51.53 万家，占制造业企业总量的 8.55%，与

2023年底相比增长 6.35%。

其中，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总量 387.2 万家，占我国制造

业企业总量的 64.21%。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等五省制

造业企业合计 339.05万家，占我国制造业企业总量的 56.22%。

中部地区制造业企业总量 113.39万家，占我国制造业企业

总量的 18.8%。2024年 1至 8月，中部地区新增制造业企业 6.97
万家，与 2023年底相比增长 6.55%，与其他地区相比增幅最大。

西部地区制造业企业总量 75.59万家，占我国制造业企业

总量的 12.54%。2024 年 1 至 8 月，西部地区新增制造业企业

3.76万家，与 2023年底相比增长 5.23%。

东北地区制造业企业总量 26.83万家，占我国制造业企业

总量的 4.45%。2024 年 1 至 8 月，东北地区新增制造业企业

0.99万家，与 2023年底相比增长 3.87%。

我国制造业企业总量突破600万家
与 2023年底相比增长 5.53%

本报北京9月23日电 （记者时斓娜）国家统计局今天发

布的新中国 75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新中国成

立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2023年末，全国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达 66.16%，比 1949年末提高 55.52个百分点。

新中国成立时，城市基础薄弱，经过 75年发展，尤其是改

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城市经济充满活力，实力日益雄厚。

1988 年，全国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只有 7025 亿元，占全国的

50.7%。到 2023 年，仅地级以上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就达 77 万

亿元，占全国的 61.1%。

与此同时，城市工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效益不断提

高。1978 年，城市工业总产值为 2977 亿元，全年独立核算工

业企业利润 477 亿元。2023 年，地级以上城市仅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营业收入达 819914亿元，全年利润总额 45627亿元。

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66.16%

75年来我国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

本报北京9月23日电 （记者杨召奎）为严格落实永久基

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强化永久基本农田社会监督，今天，自

然资源部永久基本农田查询平台正式上线，向全社会提供永

久基本农田查询服务。公众可通过在微信搜索永久基本农田

查询平台小程序、访问自然资源部官方网站或者下载自然资

源部 APP 等多种渠道，便捷、快速地查询到永久基本农田面

积、空间位置等信息。

据悉，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在互联网上向社会提供永久基

本农田查询服务，可供查询的范围做到了“应公开尽公开”。

公众通过在平台上查询确认耕地性质，如发现在永久基本农

田上开展种植果树、花卉、挖塘养鱼等活动并改变耕地性质

的，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住宅或其他建筑物，以及堆放建筑垃

圾等破坏永久基本农田种植条件的，可向当地县级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反映，属地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核实属实的将及

时进行处置。

落实保护制度，强化公众监督

永久基本农田查询服务向全社会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