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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非遗撑好知识产权“保护伞”
□本报评论员 宋玉璐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
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
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见
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
近年来，非遗保护传承正逐渐成为社会共识，
非遗体验活动还促进了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
合，极大促进了当地的旅游事业和经济发展。
  人红是非多，非遗亦是，在广受欢迎的同
时，不少非遗遭到了不同程度的仿冒、盗用
等，侵权产品泛滥。“世界非遗”宋锦活态保
护第一人吴建华，用30年时间复兴苏州宋锦，
将千年传统工艺注入现代创新元素，让宋锦随

同100余款国礼走向国际舞台。随之，仿冒品也
纷纷冒了出来，不仅污损了宋锦千年美名，更
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严重扰乱了市场
秩序。
  还有一种情况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姓名
遭他人注册并使用在相关商品或服务上，如湖
南湘西州苗医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符忠来的姓
名，曾被他人注册为商标。
  桩桩件件，折射出的是如今的一大难
题——— 知识产权保护之困。尽管全国多地通过
著作权登记、商标注册、品牌保护、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等方式，加强非遗知识产权保护，但
非遗产品因涉及侵害商标权、著作权以及不正
当竞争等“闹官司”的情况频频发生，不仅会
严重打击非遗传承人的积极性，更对非遗的守
护传承造成阻碍，加强非遗知识产权保护刻不
容缓。
  做好非遗传承，守护好中华文明，需要全
社会的共同努力。一方面要加强著作权保护制
度、专利权保护制度等，完善对非遗相关主体
权利保障制度，为文化传承提供更多法律保
障，构建非遗公益诉讼制度，加强非遗保护跨
区域协作，建设非遗司法保护共同体。另一方
面，要加强宣传引导，强化非遗传承人的知识
产权保护意识，鼓励其注册专属商标。只有尊
重非遗传承人的心血和汗水，才能为文化传承
提供源源不断的活水。

  当下，越来越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从
“深闺”走向大众，在“见人、见物、见生活”
中得到了活态传承与发展，其市场价值也
日益凸显。然而，非遗领域知识产权保护问
题亦随之显现。恶意抢注、仿冒盗用、“山
寨”抄袭……因缺乏有效的知识产权保
护，部分非遗在商业开发中被不当利用、
贬损使用以及合法拥有人利益失衡等问题
时有发生，为非遗系统性保护和传承创新
带来不利影响。   （据《半月谈》）

1至6月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2%

  7月29日，潍坊市统计局公布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全市地区生产总值（GDP）
同比增长6.2%，高于全省0.4个百分点。数据显示，10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省平
均。其中，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4.5%，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0%，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5%，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1.1%。锚定“走在前、挑大
梁”，全市经济提速提质，取得两年来最好成绩。总体上看，好于年初预期，好于去年
同期，好于全省平均，呈现稳健向好、进位争先的良好态势。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杰 尹莉莉 王瑗 刘伟 陈静静

工业经济进中趋优

　　1至6月，我市工业经济表现出较强的增长韧性，
整体呈现稳中有进、稳中有升的良好态势。全市规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0%，增速高于全省0.5个百分
点，居全省第六。全市工业用电281.5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5.1%，增速高于全省1.8个百分点，居全省第三。
  全市规上工业37个大类行业中，有32个实现正
增长，增长面达到86.5%，比去年年底提高29.7个百
分点。在产值占比超过5%的六个行业中，化学原
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专用设备
制造业增长11.2%，汽车制造业增长8.1%。

新兴产业投资持续加大

  1至6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9%。其
中，工业投资增长20.2%，制造业投资增长24.8%，
工业技改投资增长13%，民间投资增长8.8%。
  投资结构不断优化。1至6月份，全市战略新兴
产业投资、四新产业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十强
产业投资分别增长18.4%、7.9%、57.0%、15.4%。制
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不断提高。分行
业看，专用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27.4%、汽车制造
业投资增长26.1%、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93.2%。制造业投资占工业投资的比重达89.3%，拉
动全部投资增长9.2个百分点。

消费需求有序释放

  1至6月，全市限额以上企业（单位）实现消费
品零售额499.7亿元，同比增长13.4%，同比增速比1
至5月份提高1.3个百分点。
  从消费形态看，1至6月份，全市限额以上企业
（单位）实现餐饮收入28.7亿元，同比增长34.5%；
限额以上企业（单位）实现商品零售470.9亿元，同
比增长12.4%，同比增速比1至5月份提高1.4个百分
点。餐饮收入增速快于商品零售22.1个百分点。从
限额以上企业（单位）商品零售分类看，1至6月，
全市23类零售商品中有16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速比
1至5月份提高。

外贸进出口稳中提升

  1至6月，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1743.8亿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11.1%。其中，出口1194.1亿元，增长
9.6%；进口549.7亿元，增长14.3%。
  外贸进出口全省领先。上半年，全市外贸进出
口总值稳居全省16地市第3位，占全省进出口总值
的10.8%。增速居全省第6位。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中央社会工作部、教育
部、司法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法律援助
志愿服务工作的意见》，鼓励和引导高校师生参与
法律援助志愿服务，为发展法律援助事业、维护人
民群众合法权益、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提供有力
支撑。
　　意见提出，到2025年，高校法律援助志愿服务
工作机制基本健全，高校法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化建
设基本完成。到2035年，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工作成
为高校法学师生实践教育的重要阵地，具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高校法律援助志愿服务体系初步
形成。
　　意见明确，高校从事法学教育、研究工作的人
员，法学专业、具备法律知识的社会学、心理学等相
关专业或者通晓特殊语种、手语的学生，经招募单位
审核后，在全国志愿服务信息平台自行注册或通过招
募单位注册，成为法律援助志愿者。法律援助志愿者
可以根据自身专业知识和技能情况，依法为经济困难
公民和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代
拟法律文书等法律援助服务。
　　意见强调创新志愿服务方式方法，鼓励高校与法
律援助机构结合当地实际，通过建立法律援助志愿服
务团、成立高校法律援助联盟、开展学术实践项目
等，组织志愿者到法律人才短缺的地区开展法律援助
志愿服务，促进法律服务资源跨区域流动。
　　据了解，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已依托高校设立法律
援助工作站400余个，全国共有在册法律援助志愿者
6.2万名。

三部门联合发布意见

鼓励和引导高校师生

参与法律援助志愿服务

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截至目前，“十四五”
以来全国新增完成6.7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45%以上、农村黑臭水体治
理完成规划任务的80%以上，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75%左右，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自然村比例超
过90%，农村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生态环境部29日举行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土
壤生态环境司司长赵世新介绍了上述情况。
　　赵世新介绍，农村污水横流状况大幅减少。生态
环境部因地制宜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确定了“三
基本”的治理成效评判标准，即基本看不到污水横
流、基本闻不到臭味、基本听不到村民怨言，治理成
效要为多数村民群众认可，要分类施策，突出重点，
并坚持建管并重，健全机制。
　　生态环境部联合有关部门研究出台可操作、好执
行的政策指南和标准规范，不照搬城市经验，指导各
地筛选建立适合本地区特点的治理模式和技术工艺。
推动地方加强建设管理，确保建一个成一个，成一个
用一个。
　　黑臭水体治理，直接影响老百姓的环境获得感。
截至2024年6月底，全国已完成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
体治理3400余个，达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
80%以上。
　　他表示，聚焦房前屋后河塘沟渠和群众反映强烈
的农村黑臭水体，生态环境部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
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推动建立任务清
单、销号清单、问题清单，实行清单化管理。将面积
较大、群众反映强烈的4000余个水体纳入国家监管清
单，将其余近万个水体纳入省级监管清单，实行“拉
条挂账，逐一销号”。对销号后发现返黑返臭的水
体，取消销号，列入问题清单。
　　“我们还推动系统化治理和常态化监督，综合运
用卫星遥感、水质监测等方式开展跟踪监管，确保长
制久清。”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