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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保护力度、强化转化运用、用好地理标志
——中部地区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看点解析

新华社记者 宋晨

中部地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是国
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承载区。近年来，我
国全方位加强该地区知识产权工作，积极
助力新时代中部地区崛起取得了进展。
国家知识产权局21日在郑州举行8月例
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部地区六省知识产
权发展相关情况。

加大保护力度 优化营商环境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司
长郭雯介绍，该局支持合肥、郑州、武汉、
长沙高标准建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
区，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法治化水平。
在中部地区建设13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和5家快速维权中心。

“今年上半年，这些保护中心和快速
维权中心共受理知识产权维权案件3136
件，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便捷、高效、低
成本的维权渠道。”郭雯说。

安徽省知识产权局局长程胤介绍，安
徽省连续三年开展专利、商标、地理标志
行政保护专项行动，形成了打击知识产权
侵权假冒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同时，探

索“行政裁决+行政调解+司法确认”一站
式纠纷化解，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司法部
评定为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试点优秀
单位，经验做法在全国推广。

“江西省围绕重点产业和特色产业，
在全省各县区建立了 261 个知识产权基
层工作站。”江西省知识产权局二级巡视
员王小庆说，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向基层
延伸，形成相互衔接、上下呼应的知识产
权综合服务格局，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
用、保护、管理、服务“最后一公里”，不断
优化营商环境。

强化转化运用 提升使用效益

强化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支持中小企
业和重点产业创新发展是中部地区发展
的又一亮点。郭雯介绍，截至目前，中部
地区已基本完成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
利盘点工作，约9.4万件发明专利进入可
转化专利资源库并面向中小企业匹配推
送。今年上半年，中部地区专利商标质押
融资登记金额达 438.4 亿元，同比增长
60.4%。

山西省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武小勤介
绍，山西省深入开展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
动，完成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盘点
1.4万件；上半年专利转让、许可3538次，
同比增长40.7%。

“我们推进多元化知识产权金融支
持，加快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河
南省知识产权局党组成员刘怀章说，截至
目前，河南省规模为3亿元的重点产业知
识产权运营基金已累计完成项目股权投
资 10 个，涉及金额 1.95 亿元。布局新能
源汽车零部件、生物农业2个国家级产业
知识产权运营中心。

用好地理标志 助力乡村振兴

山西出台老陈醋保护条例，安徽连续
6年开展春茶地理标志专项行动，江西赣
南茶油等地理标志入选国家地理标志运
用促进重点联系指导名录，河南建立钧瓷
地理标志保护和监管体系，湖北加快建设
蕲艾、京山桥米等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
湖南浏阳花炮等地理标志产品列入中欧
地标互认互保清单……

郭雯介绍，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导中部
地区做好“土特产”这篇大文章，支持建设
25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推进
8个地理标志保护工程项目实施，发展地
理标志特色产业。

“目前，湖南全省共有地理标志 338
个，专用标志使用企业1937家，保护地域
覆盖14个市州的111个县（市、区），涌现
出浏阳花炮、醴陵瓷器、安化黑茶、保靖黄
金茶等一批知名地理标志产品。”湖南省
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吴峰介绍，地理标志产
品年产值近800亿元，15个省级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县有 65 个地理标志，年产值超
295亿元，带动就业127万人。

湖北省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悠久
的历史文化传承，造就了一大批特色鲜
明、品质独特的地方特产，地理标志资源
丰富。湖北省知识产权局副局长程浩介
绍，近年来，全省着力培育地理标志、加大
地理标志保护。2023 年，湖北省地理标
志产值超过 700 亿元，涌现出潜江龙虾、
蕲艾、赤壁青砖茶等一批辐射力大、带动
能力强的地理标志优势产业。

（新华社郑州8月21日电）

为何上涨？何时回稳？
——透视当前蔬菜价格走势

新华社记者 潘洁 于文静 韩佳诺

“蔬菜价格涨至‘过年价’”“黄瓜大涨
150%”“丝瓜、红辣椒高峰时期均达20块
钱一公斤”……近段时间，不少网友在社
交媒体上反映部分蔬菜价格上涨明显。
记者近日在北京、山东、贵州、海南等地调
研发现，高温多雨等多重因素叠加推动菜
价上涨。不过，在短期冲击性、季节性影
响退去之后，价格有望逐步回稳。

蔬菜价格较往年同期涨幅偏高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记者
看到，拥挤排列的冷藏车、厢式货车敞着
后厢，展示着码放整齐的捆捆蔬菜。“小白
菜原先 8 毛 1 一斤，这个月涨到 4 块多。”
摊主王女士说，进货的小白菜产自河北香
河，当地暴雨不仅影响小白菜产量，也给
进货增加了难度。

新发地市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8
月19日，新发地市场蔬菜批发的加权平均
价为4元/公斤，比上个月上涨37.93%，比
去年同期上涨28.21%。据统计，今年8月
中旬的价格在近5年同期中处于最高点。

传统的夏秋季蔬菜产区如黄淮海地
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环渤海地区蔬菜价
格也同样出现上涨。寿光农产品物流园
蔬菜指数月评显示，7月份监测的十大蔬
菜类别指数中，有7类上涨。8月12日至
18 日当周监测的十大蔬菜类别指数中，
有 9 类上涨，上涨明显的类别是白菜类、
菜豆类、叶菜类、水生类。

在安徽安庆一家商超，不少市民在蔬
菜专区选购。市民王女士告诉记者，最近
半个月，菜价总体有所上涨，特别是菠菜、
上海青等鲜叶菜价格涨幅较大。

每年5月到10月是海南瓜菜的生产

淡季，由于本地蔬菜产量有限，供给需从
岛外大量调运。“今年蔬菜主产区省份降
雨偏多影响产量，进一步拉高了价格，目
前各类蔬菜收购价格平均每斤上涨了 1
元到1.5元。”海口市菜篮子食品工程有限
公司农业生产部基地主管陈建华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7月份，鲜菜价
格环比上涨 9.3%，同比上涨 3.3%。农业
农村部发布的全国“菜篮子”产品批发价
格指数从6月20日的111.57上升到8月
20 日的 134.11，上涨 20.2%；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菜平均价格从 4.32 元/公斤上升
至6.09元/公斤，涨幅40.97%。

多重因素叠加推动菜价上涨

从历年规律看，蔬菜价格呈季节性波
动。七八月份，高温多雨的天气不利于露
地蔬菜生长，一般每年这个时候菜价都会
转入上行通道。

为何今年菜价涨幅更大？
极端天气是一大因素。中国农业科

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介绍，
今年暑期，我国总体降雨偏多，湖南、山
东、四川、安徽等地出现强降雨、雷暴大风
等强对流天气，一些地方还遭遇洪涝灾
害，导致当地蔬菜生产、采收及外运受阻。

不利天气让不少蔬菜种植户深受其
扰。“受今年夏天高温、高湿等多变气候影
响，病虫害多发，蔬菜品质有所下降、产量
相对减少。”山东省寿光市诚麟蔬菜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张春宝说。

有着10多年蔬菜种植经验的寿光化
龙镇信家桥村菜农信登庆告诉记者，频繁
降雨加上持续高温，大棚菜长势不如往
年。为了减少高温天气的影响，棚膜上用

了遮阳网和降温剂，降低高温伤害，增加
了种植成本。

高温和连续强降雨不仅导致蔬菜产
量下降，还影响了蔬菜品质，增加了蔬菜
的采收难度和储存保鲜费用。此外，我国
蔬菜产区和销区相对分离，跨区域调运进
一步增加了物流成本。

“产量靠前的几个蔬菜大省占全国供
应量的比重较高。今年暑期暴雨等天气
对蔬菜尤其是鲜叶菜的跨区域调运产生
了一定影响，导致蔬菜的收购和物流成本
有所增加，从而阶段性、暂时性推升零售
菜价涨幅。”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
究所副所长郭丽岩说。

不过，业内人士指出，今年蔬菜价格
上涨，与市场上曾出现的“姜你军”“蒜你
狠”等价格垄断现象有所不同。鲜叶菜冷
库冷链贮存成本高、耗损率高，加上各地
压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哄抬价格、囤
积居奇的违法成本高，资本炒作的可能性
不大。

价格有望逐步回稳

蔬菜价格后期走势如何？业内人士
分析指出，蔬菜生长周期相对较短。在短
期冲击性、季节性影响退去之后，前期因
灾受损地区的蔬菜生产逐步恢复，推迟上
市的蔬菜陆续上市，市场供应量有望持续
增加，价格也将逐步回稳。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蔬
菜在田面积1.06亿亩，同比增加90万亩，
仍处于年内较高水平，稳产保供有基础。

“尽管季节性上涨因素仍然存在，部
分品种可能出现茬口衔接不畅，但后期北
方及高山、高原地区的冷凉蔬菜逐渐进入

采收旺季，市场供应充足，预计蔬菜价格
上行空间有限。”张晶说。

上海组织蔬菜生产基地加强田间管理
和采收作业，抢种鸡毛菜、米苋等耐高温速
生蔬菜；北京协调新发地等主要批发市场
进一步拓宽供货渠道，组织大型连锁超市
和直营直供企业加大基地直采力度……从
生产前端到零售末端，各地多措并举稳住
百姓“菜篮子”。

山东潍坊寿光是全国重要的蔬菜生产
基地和集散中心。在寿光农产品物流园，
凌晨3点这里已是一片忙碌。来自河北、
内蒙古、宁夏、山西、陕西以及东北地区的
西红柿、黄瓜、白菜、芹菜、西葫芦等蔬菜在
这里交易，目前日交易量约6000吨。

“为了应对高温，我们加快了进货、出
货节奏，缩短蔬菜在市场停留时间。同
时，为平抑菜价，物流园在加强产销衔接、
蔬菜集散等方面持续发力，通过周边调
运、增加耐储蔬菜等方式，让各地市民的

‘菜篮子’拎得更稳。”寿光市商务局党组
成员王海涛说。

在贵州省威宁县，蔬菜种植大户刘志
正忙着将20吨白菜发往四川成都。“我们
这里海拔2000 米以上，适合种植反季节
蔬菜。当前采摘的蔬菜都是直接运到省
外，比如白菜、豌豆尖主要发到四川、重庆
等地，红菜薹主要供应上海、北京、西安、
武汉等地。”刘志说。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针对近
期灾害性天气，将压紧压实“菜篮子”市长
负责制，合理安排蔬菜品种结构、种植规
模和上市茬口，引导主产区与大中城市进
一步加强供需对接，加强“菜篮子”产品生
产情况调度和市场动态监测，保障供应充
足、价格稳定。（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处暑：新凉直万金
新华社记者 杨金志 郭慕清

“处暑无三日，新凉直万
金。”处暑，是夏天的尾声，也是
秋天的序曲。元代文人吴澄编
著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记载：

“处暑，七月中。处，止也，暑气
至此而止矣。”处暑时节也是农
作物成熟和收获的关键时期。

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
所教授田兆元表示，处暑可以
用“一出一入”来理解——“出”
是出伏，“入”是入秋。

我国古代将处暑分为三
候：一候鹰乃祭鸟，二候天地始
肃，三候禾乃登。其中，“鹰乃
祭鸟”说的是，在处暑时节，老
鹰开始大量捕猎鸟类，捕获后
先陈列如祭祀一般，然后食用；

“天地始肃”说的是，随着气温
的逐渐降低，万物开始凋零；

“禾乃登”里的“禾”指的是黍、
稻、粱等农作物的总称，“登”即
成熟的意思，表示这些农作物
开始成熟。农谚有云，“处暑满
地黄，家家修廪仓”。

处暑时节，有许多传统民
俗活动，颇有意思。比如，“处
暑十八盆”，在以前，老百姓洗
澡条件有限，人们都是用盆接
水洗澡，由于处暑后天气还有
些炎热，还需要连续洗十八天，
才能感到真正的秋凉；还有“开
渔节”，处暑之后是渔业收获的
时期，沿海地区会举行多种形
式的活动，欢送渔民出海，期盼
渔业丰收。此外，还有祭祖迎
秋、放河灯等。

风微凉，谷已黄。面对时
序更迭、华章日新，古代文人墨
客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词，至

今隽永闪亮。
他们写“清凉”。此时节，

绿野风宜，秋色浮水，弥漫于天
地间的清爽凉意，格外宜人。
无论畅游郊野，还是迎秋赏秋，
都是无比惬意的事情。唐代诗
人白居易如是写道：“离离暑云
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
荷花半成子。”

他们亦写“收获”。处暑时，
稻穗迎接农人的检阅；在清风徐
徐、兰舟微荡处，菱角结实饱满，
江南女子身着布衣钗裙，边歌边
采……此时，丰收的喜悦传遍人
间。面对此情此景，唐代元稹的

《咏廿四气诗·处暑七月中》这样
写道：“气收禾黍熟，风静草虫
吟。缓酌樽中酒，容调膝上琴。”

处暑生新凉，田野稻谷香。
在广袤的大地上，如许的潋滟秋
色，如油画般铺陈开来，五彩斑
斓，令人遐想沉醉。这时，人们
总是愉悦的。宋代陆游一首《闲
适》恰如其分地描写了这种心
情：“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
柴门傍野水，邻叟闲相期。”

处暑，是告别，也是启程。
它用温柔的秋风提醒人们：在
每一个结束与开始之间，藏着生
生不息的力量与希望。伏去秋
来，秋风有信，只要不辜负光阴
的启示，心境清凉而热情不减，
惜时如金，所念所盼总会有回
响。

（新华社上海8月22日电）

30年来
近1.2万名干部人才进藏工作

新华社西藏8月22日电（记
者 吕星 杨帆）记者8月22日
在拉萨召开的“30 年来援藏工
作开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对口支援西藏30年来，已有
10批、近1.2万名干部人才进藏
工作。

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
部长、第十批援藏干部人才总领
队宋立强介绍，30年来，援藏干
部人才选派数量逐批增加，从第
一批 622 名逐步增加到第十批
2117 名。选派结构持续优化，
逐步形成了三年援藏和短期援

藏、计划内援藏和计划外援藏等
方式相结合的选派格局。

据介绍，目前援藏干部人
才选派从主要选派党政干部发
展为选派党政干部、专业技术
人才和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相结
合，人员性别、学历、年龄、专业
结构更加合理。

宋立强介绍，干部人才援藏
有助于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
的治藏方略，促进各民族广泛交
往交流交融，需要发挥援受双方
两个积极性，努力营造通力协
作、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

②② ③③

处暑农忙
8月22日是处暑节气，各

地积极开展农业生产，田间地
头呈现一片繁忙的景象。

①8月22日，江苏省泰州市
姜堰区顾高镇申俞村农民在芡
实种植基地给收获后的芡实施
肥。（新华社发 顾继红 摄）

②8月22日，在湖南省永
州市虎子岩社区，农民在晾晒
红薯干。

（新华社发 蒋克青 摄）
③8月22日，重庆市黔江区

小南海镇大路社区农民在晾晒
稻谷。（新华社发 杨敏 摄）

④8月22日，山东省枣庄
市山亭区农民在田间查看高粱
长势。（新华社发 张强 摄）

④④

①①

文化中国行

7月份
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新华社北京 8 月 22 日电
（记者 戴小河）国家能源局22
日发布的信息显示，7月份全社
会用电量9396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5.7%。

分产业用电看，7月份第一
产业用电量 142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1.5%；第二产业用电量
565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
第三产业用电量 1871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7.8%。城乡居民
生活用电量1727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5.9%。

分大类看，7月高技术及装
备 制 造 业 用 电 量 同 比 增 长
9%。其中，电气机械和器材制
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12.4%，延
续快速增长势头，光伏设备及
元器件制造用电量同比增长
20.7%；新能源车整车制造、计
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 业 用 电 量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42.8%、12.7%。
1至7月，全社会用电量累

计 5597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7%；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为
53239 亿千瓦时。分产业用电
看，第一产业用电量764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7.5%；第二产业用
电量3632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6%；第三产业用电量 1039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城乡
居民生活用电量 8482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8.4%。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
与数据中心副主任蒋德斌表示，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出现持续性
高温天气，最大用电负荷快速攀
升，多次刷新历史最高纪录，7月
全国统调最大用电负荷达14.51
亿千瓦，创历史新高。电力行业
企业在国家相关部门指导下，积
极应对迎峰度夏高温大负荷，电
力供应保障有力有效。

7月末
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同比下降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记
者 任军 吴雨）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副局长肖远企21日表
示，当前银行业发展稳中向好、
风险可控，主要经营指标和监管
指标都处于健康合理区间。7
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
423.8万亿元，同比增长7%；银
行业不良贷款率为1.61%，比去
年同期下降0.08个百分点。

肖远企是在国新办当日举行
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
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

据悉，今年上半年银行处
置不良资产1.4万亿元，处置力
度进一步加大。7 月末银行贷
款拨备覆盖率为 216.7%，上半
年末资本充足率为 15.53%，抵
御风险的“弹药”充足。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与风险
监测司司长廖媛媛在发布会上
表示，受贷款利率持续下降、净
息差不断收窄、手续费及佣金
收入持续下调的影响，今年上
半年我国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速
有所放缓，但仍实现 0.4%的正
增长，银行资产利润率和资本
利润率也基本保持稳定。

“今年上半年，民营银行总
体是盈利的，但有几家民营银行
净利润同比有所下降，主要因为
这些银行与去年同期相比明显
加大了拨备计提力度，直接影响
了当期利润。”廖媛媛说。

下一步，金融监管总局将引
导银行机构继续加强精细化管
理，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培育新的
利润增长点，不断提高盈利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