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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既要打击“傍名牌”，还应帮助“创名牌”

┬本报评论员 崔滨

随着国务院开展的打
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
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逐渐
深入，如生产全国90%以上
假冒运动鞋的福建莆田等
一大批制假、贩假的黑色产
业链相继浮出水面。在为执
法机关重拳打击假货叫好
之外，相关部门也应深思，
面对那些具备完善生产能
力却只能以制假为生的企
业，该如何引导它们从“傍
名牌”走向“创名牌”。

近期，福建公安机关连
续在莆田等地破获多起网
络售假案件，涉案金额上亿

元。在这些案件的破获中，
一个生产、销售能力超过很
多正规企业的制假产业链
让人触目惊心。而在捣毁福
建“高仿鞋”产业的背后，是
从去年10月开始的公安、工
商、质监、商务等26个部门参
与的为期半年的打击侵犯
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
商品专项行动，在这期间，
各级执法部门共立案15 . 6万
件，捣毁窝点9135个，涉案金
额34 . 3亿元。

通过这次对假冒伪劣
商品的全面出击，一些新的
制假贩假特点暴露在广大
消费者面前：例如当前的假
冒伪劣产品的制造已经超

越了以往的粗制滥造，很多
假冒商品的生产水平和制
作工艺与真品越来越接近，
让执法部门的打击难度也
在加大。

面对日益增加的打假
难度，相关部门能够合力行
动，处理一批影响力较大的
案件，能够在短期内净化市
场环境、遏制侵权制假的势
头。但从长远看，如何建立
一个长效的机制，从根源上
消除制假、贩假的土壤，各
级部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比如除了继续加强监督和
执法力度外，如何引导制假
企业走向阳光化、正规化经
营，也应该纳入相关部门的

考量范围。
正如在福建制售假冒

名牌运动鞋案件中，由于莆
田制鞋历史较长、产业链完
整，所查处的“高仿鞋”用料
和技术与真品运动鞋的质
量相差无几，可以说是假而
不劣。用完全可以自己“创
名牌”的生产能力去做“傍
名牌”的违法勾当，这些制
假企业的选择的确令人惋
惜。

同样在对这些制假、售
假企业的调查中，除了部分
追求仿冒高额利润的无良
企业，还有相当一部分制假
企业有着自己的无奈，由于
之前只能从事利润微薄的

代工制造，没有精力和实力
创造自己的品牌，当近年来
外贸形势不利，这些无法在
危机面前实现转型升级的
企业，只得铤而走险靠制假
生存。

其实，对于政府部门来
说，面对这些具备一定生产
能力和制造水平，却无力进
行产业升级、品牌建设的企
业，在对其加强监管、杜绝
制假行为之外，也可以出台
相关优惠扶持政策，鼓励、
引导这支生产经营仿冒产
品的企业大军进行产业升
级转型，研发自己的产品，
打造自己的品牌，成为中国
制造突围的一支力量。

封二

┬本报评论员 王封

小学生又当欢迎领导
的“礼仪道具”了。《重庆晚
报》报道称，11月23日下午两
点，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为
迎接上级领导的到来，两百
多名小学生暂停上课，身着
校服站在县政府大院内的
道路两旁，等待前来开会的
领导。三点半与会嘉宾到
达，在一片“热烈欢迎”声中
入场。

曾几何时，小学生停课
夹道欢迎“上级莅临指导”

的场景十分风行，一度让人
们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但
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制观念
的深入人心，拿学生当“礼
仪道具”的事例越来越少。
然而，古田县这次让小学生
们把下午的课停了，手持鲜
花夹道欢迎领导，竟然是因

为该县搞了一个与学校教
育毫无关系的研讨会。其对
教育的漠视程度，实在让人
愤慨。

在这一个半小时的时
间里，这200多名小学生上了
一堂什么样的课呢？

学校和老师用行动，已
经告诉了孩子们什么叫“听
话”，什么叫“无奈”。可以肯
定的是，这200多名孩子不会
是自愿停课，前来“夹道欢
迎”的。此间，校方是对学生
做了工作的。当然，校方可
能迫于压力，或者为了谋得
利益，无奈地去迎合上级的

“礼仪”需要，挖掘自身优
势，捧个人场。可以说，当孩
子们呆呆地站在那里的时
候，已经接受了一堂如何对
权力盲从，做“听话”学生的
大课了。

众所周知，为公众普遍
接受的教育观念认为，孩子
在学校中需要学会的不是
盲从，要有独立的人格和意
志。然而，面对世俗的种种
压力，很多学校明显做不到
这一点。每次大型的活动，
占用大中小学生的学习娱
乐时间，排练文艺演出节
目，在国家荣誉、地方政绩
面前，学校和孩子们无法抗
拒，家长们也无可奈何。

从目前了解到的信息
看，从孩子们身边驶过的车
队里，没有爷爷辈、父亲辈

的“领导”对夹道欢迎的小
学生挥手致意，更别说他们
能走下车来，跟孩子倾心交
谈了解学习情况了。孩子们
看到的是呼啸而过的豪车，
闻到的是汽车的尾气。这样
冷漠尴尬的局面，组织他们
前来“夹道欢迎”的老师事
先已然挑明了的。

媒体报道称，孩子们在
“夹道欢迎”完毕后，又回学
校上课去了。笔者不敢想
象，假若孩子们今天写的作
文或者日记里，会写怎么样
的一天呢？

┬吴睿鸫

齐鲁晚报11月24日发表
了评论员观察文章《制止年
底“突击花钱”不能只靠自
觉》。除了文章所谈到的增加
透明度、加强监督之外，笔者
觉得，现在有必要对年终突
击花钱背后的三幅清晰图景
进行一番梳理和归纳，以期
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第一幅图景是：上级逼
迫下级胡乱花钱。对于一个
地区和单位而言，倘若在年
底前不能花掉所有的经费，
那么在下一年度争取经费
时，就失去“叫价”的权利。
另一幅图景则是，花钱有
功，省钱有错。长期以来，我
国财政部门集预算编制、执
行权、监督权于一身，造成
了预算与执行相互脱节，执
行过程中随意性很强，逼着
大手大脚乱花钱，甚至演变
成“谁不花完花光，谁不超
支花钱，谁就是傻瓜”的咄
咄怪事。最后一幅图景是，
每年进入十二月份后，各种
总结会、庆功会、表彰会接
踵而来，“跑部进钱”成为各
地年底重点公关工作，平日
不敢动工的楼堂馆所，趁机
上马，平时不敢购置的超标
轿车，也可照买不误。

诡异的是，对“突击花
钱”的反对往往只停留在口
头上，不少地方违规却很少
得到处罚。如此，我们也就
不难理解，如果不在体制上
做大的调整，年底“突击花
钱”不仅难以真正阻止，而
且可能会更泛滥。

>>回应

“夹道欢迎”给学生上了一堂什么课

正视“突击花钱”

背后的现实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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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执法机关重拳打击假货叫好之外，相关部门也应深思，面对那些具备完善生产能力却
只能以制假为生的企业，该如何引导它们从“傍名牌”走向“创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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