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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
程度上，中小
企业好，中国
经济才会好。

文┃张辛欣

加大纾困资金支持力度，研
究适时出台部分惠企政策到期后
的接续政策，推动缓解成本上涨
压力……根据 11 月 23 日国新办
召开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的
介绍，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当前一系列切实帮助中小
企业渡过难关、增加竞争力的政
策举措相继出台，持续为市场注
入信心。

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
变，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多的当
下，一系列举措聚焦企业特别是

中小企业的纾困发展，为的就是
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好，留
得青山，赢得未来。

目前我国市场主体已超过1.5
亿户，在企业主体中绝大部分是中
小企业。作为稳就业的主要渠
道、保产业链稳定的重要环节、激
发创新的重要力量，在一定程度
上，中小企业好，中国经济才会好。

今年以来，中小企业经济效
益稳定恢复，创新活力不断增
强。但受近期原材料价格高企、
物流成本高、用电紧张等多重因
素影响，发展也面临一些新问
题。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高度

关注企业的困难，采取更有力措
施，为中小企业纾困，为中国经济
加油。

连日来，瞄准企业关心的问
题，一系列精准有效的解决办法
陆续推出。针对生产经营面临困
难，加大纾困资金支持力度；针对
企业融资难，加强再贷款再贴现
政策工具精准“滴灌”；针对成本
上涨、用电紧张等问题，加强大宗
商品监测预警，保障产业链关键
环节中小企业用电需求……系列
政策为中小企业“解饥缓渴”，帮
助企业“回血”“自愈”。

企业要闯过一时的难关，更

要激发长久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
力。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围绕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需求，量身
定制金融服务方案；推动科研大
型仪器向中小企业开放使用……
聚焦创新内核，惠企利企的政策
力度不断强化。

政策出台，要真正落地见效，
还需相关部门以钉钉子精神抓好
落实。把问题考虑得更透彻、把
应对措施执行得更周密，让各项
具体政策发挥出为市场主体纾困
发展的实际效果，会为中小企业
带来更多获得感，为中国经济积
蓄更强劲力量。

把中小企业纾困政策切实落到实处

□澎湃

“逍遥镇胡辣汤”的商标
权之争终于消停了。

11 月 21 日，河南省西华
县胡辣汤产业发展中心表态，
已责令“逍遥镇胡辣汤协会”
暂停目前正在开展的工作。
原来，近期一些经营了十几年

“逍遥镇胡辣汤”的商贩，被西
华县胡辣汤协会起诉，侵犯

“逍遥镇”商标权，要么赔偿 3
万元到 5 万元，要么就是交
1000 元的会员费，接受协会
统一管理。经营户们认为这
是协会故意敲竹杠。公众也
站在经营户一边，指责协会贪
婪、霸道，搞“垄断”。

我国商标法的基本原则
是“注册在先”，谁先注册谁取
得商标，商标中有地理标志
的，要求商品应该来源于所标
示的地区，避免误导公众。

对于农产品来说，通行做
法是“证明商标（集体商标）+
龙头企业+农户”的经营模
式，行业协会统一授权农户使

用商标，协会代表行业维权、
宣传品牌。但这极易考验行
业协会的公心和责任心：是共
同发展、做大品牌，实现共赢，
还是与民争利、“竭泽而渔”？

赫赫有名的金华火腿的
商标，之前一直掌握在浙江省
级企业手中，导致金华生产的
火腿不能叫“金华火腿”，否则
构成商标侵权，直到 2018 年
才通过金华市国资股权收购
的方式解决。2010 年，扬州
市烹饪协会注册了“扬州炒
饭”商标，当时全国餐饮业都
很紧张，但扬州市烹饪协会明
确表示，不会对外搞排他垄
断。这其实是做“加法”的思
维，怎么利用手里地理商标提
升“正宗”商品质量、品牌价
值，而不是做“减法”搞垄断经
营，导致蛋糕越做越小。

商标是一把双刃剑，既是
保护创新、传承，也具有排他
性的特征，作为行业协会要拿
捏好创新和保护的关系，学会
共赢共生共成长。商标保护，
别只会禁用、索赔、“做减法”。

逍遥镇胡辣汤
不妨学习扬州炒饭做“加法”

文┃刘斐

抗美援朝题材电影《长津湖》
在港上映已逾十日，排片场次有
增无减，观影热情有增无减。主
旋律在香港唱得响、传得广，不单
因为影片有高水准的制作、引人
入胜的情节，更关键的是它激发
了香港民众身为中国人的骄傲。

《长津湖》以抗美援朝战争中
长津湖战役为背景，展现了中国
人民志愿军战士对祖国、对人民
的赤胆忠心和钢铁意志，再现了
战士们不畏牺牲、英勇作战，一举
扭转战场态势的情景。

有港人观影后直呼：“这是最
好的国民教育课！”这生动的一
课，让港人扬眉吐气。

香港曾因国家的积贫积弱而
在英国的坚船利炮下被殖民统治
了 150 多年，又因英国当局无力
保护而在二战中被日军残酷占领

了三年零八个月。屈辱的记忆刻
写在香港的每一寸土地上，“祖国
强大”从来都是港人的热切期盼。

抗美援朝这一场“打得一拳
开，免得百拳来”的关键之战，自
然引发了港人深刻的共鸣。有港
人评论，这场战争打出了我们祖
国的威严，为国家争取了发展时
间。

“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记
住：是那一代人保家卫国作出牺
牲，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在和平年代应该珍惜这份美好。”

《长津湖》导演之一、香港导演林
超贤说。

这种“幸福生活得来不易”的
认识在香港民众中越来越普遍，
他们也有了越来越多机会了解国
家艰辛的发展之路。今年以来，
无论是“时代精神耀香江”主题
展，还是“国家相册”图片展，又或
是如《长津湖》这样的主旋律影片

放映，都在港人心中激荡起爱国
的热忱。

这种热忱其实一直都在。从
抗日战争到新中国建设，来自香
港的资金、物品和人才从未缺
席。为支持祖国抗美援朝，霍英
东等香港爱国商人冲破西方对新
中国的禁运，冒着港英当局“武力
缉私”的巨大风险，向内地运送了
大量铁皮、橡胶、轮胎、西药、棉
花、纱布等重要和稀缺物资。

香港同胞敢于担当，与祖国
同呼吸，因为他们深知：香港好，
祖国好；祖国好，香港更好。这样
的逻辑，简单有力。

开 行 于 1962 年 的“ 三 趟 快
车”确保了内地对香港鲜活冷冻
商品的供应；实施于 1965年的东
江水供港解除了香港缺水之忧；
2003 年 6 月《内地与香港关于建
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
后一系列补充协议的签署，助力

香港经济从“非典”中复苏；2009
年9月中央政府在港公开发行60
亿元人民币国债，坚定了世界对
香港成功走出金融危机的信心；
2020年内地支援香港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这样的关心，让香港
安心。

《长津湖》片尾曲唱道：“我身
后，是祖国。”有香港同胞说：“作
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瞬间涌上
心头，因为我们身后是强大的祖
国。”

经过“修例风波”的乱，迎来
实施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香港选
举制度后的治与兴，拥有粤港澳
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国内与国
际两个大发展机遇，香港正迎来
广阔的发展前景。当此之际，港
人更应振奋精神、勇于作为，与
祖国共命运。因为，国家的未来
里有香港的未来，中国梦里也有
香港梦。

《长津湖》香港热映背后是“身为中国人的骄傲”

香港同
胞敢于担当，
与祖国同呼
吸，因为他们
深知：香港
好，祖国好；
祖国好，香港
更好。这样
的逻辑，简单
有力。

■短评

紧盯粮食收购、储存、销售、轮换等重点环节，严查“靠粮吃粮”，日前，贵州省纪委监委通
报一批粮食购销领域涉嫌腐败问题案件，如，丹寨县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副经理龙治友在担任
副经理期间，收受他人财物，为涉粮商人谋取利益；黔南州军粮供应站站长莫文霞在担任站
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骗取国家粮食专项资金；镇远县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原经理吴秀
和在担任镇远县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经理期间，存在涉嫌贪污涉粮资金，滥用职权给国家
造成经济损失，滥发津补贴等违纪违法行为。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严查“靠粮吃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