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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 26日电（记者 任沁
沁）元旦小长假临近，各地自驾旅游、探亲访
友等出行集中，与年底客货运高峰交通流叠
加，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加大。公安部结合近
三年元旦假期道路交通出行和交通事故规
律特点，分析研判2024年元旦假期道路交通
安全形势，26日发出交通安全提示。

据研判，元旦假期旅游客运安全风险突
出，跨年贺岁活动多，温泉游、滑雪游、农家

乐等旅游出行频繁，多家在线旅游平台元旦
假期旅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超3倍，旅游客运、
公路客运、自驾车超员载客、超速行驶等违
法肇事易发多发。

农村地区交通安全风险突出。假期农
村地区婚丧嫁娶、赶集赶圩活动多，部分地
区群众就近打工、施工作业出行不减，酒驾
醉驾、面包车违法超员，货车、三轮车违法载
人等肇事风险突出。近三年元旦假期发生2
起醉驾导致的较大交通事故均在农村地区。

货车违法肇事风险突出。当前，能源运
输、生产资料运输、电商物流运输需求旺

盛，货车多拉快跑、昼夜兼程，超限超载、疲
劳驾驶等问题突出。近三年元旦假期，货车
导致的较大交通事故占58.3%。

高速公路大流量风险突出。元旦假期，部
分重点时段、路段小客车与货车出行叠加，易
发生多车相撞、二次事故。此外，据气象预报，
元旦前后个别地方仍有降雪降雨，部分地区有
大雾甚至强浓雾，影响道路交通出行和安全。

公安部提醒，假期自驾出行，请关注天

气预报和交通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路线；驾车时应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杜绝超
速行驶、强超强会、分心驾驶，牢记开车不喝
酒、喝酒不开车；驾车遇大雾、团雾天气，要减
速慢行，及时开启前后雾灯、示廓灯和危险报
警闪光灯。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速
和车距，不要随意穿插，不要占用应急车道；
切勿在出口处急变道、急刹车或倒车；如发生
交通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驾车前往景区山区，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
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行经穿村过镇路
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

公安部：关注天气路况 合理安排出行

本报讯（记者 刘强）元旦、春节假期将
至，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食品安全
消费提示。

广大消费者在选购糕点、糖果时应选择
证照齐全、诚信规范的商超，购买产品时要
仔细查看外包装是否完好，标签标识的生产
日期、保质期、生产许可证编号、执行标准、
厂名厂址、配方或主要成分等信息。

在选购腌腊肉制品时要“五看一闻”。
一看产品认证标识，生产企业是否获得食品

生产许可证，有无“SC”标识。二看生产日
期，越新鲜的产品口味越好，产品存放时间
越长，氧化现象就越严重。三看产品表面，
要选择表面干爽的产品，表面不干爽的肉制
品容易有细菌繁殖、腐败变质。四看产品外
观色泽，颜色过于鲜艳的肉制品有可能添加
过量色素。五看产品弹性，弹性好的肉制品
内在质量好。一闻气味，闻闻气味是否正
常，有无酸败腐臭异味。

乳制品选购时注意区分乳制品、饮料及
其他类型产品。一看产品名称，若产品名称
上有“饮料（饮品）”“乳味”等标识，则认为该
产品不是乳制品。二看产品配料表，配料是
按照加工食品时含量递减顺序排列的，若乳

制品的乳含量≥80%或配料表第一位为乳或
乳制品，则归属于乳制品；若配料表中水或
其他原料在乳之前，普遍认为该产品不是乳
制品。三看营养成分表，消费者还可以通过
营养成分表中蛋白质含量了解产品属性。

购买大米时，首先要看色泽，应丰满光
滑、有光泽，色泽正常；再要闻气味，有清香
味，无异味，有霉味等异味的大米不宜食
用。储存时，要保证盛装大米的容器洁净、
干燥，将大米放在阴凉、通风、干燥处，避免

高温、光照。
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面粉。注意查看包

装是否完整，如有破损，则不要购买。市面
上销售的面粉一般采用无纺布、塑料或纸袋
包装，适用家庭的包装重量为 25公斤、10公
斤、5公斤、2.5公斤和1公斤。

市面上销售的预包装植物油的保质期
大多为 18个月，开封后受多种因素影响，保
质期会相应缩短。建议消费者按照家庭人
数合理选购适宜包装规格的植物油，尽量做
到开封后3个月内吃完。

消费后保留好记录及凭证等相关信息，
一旦出现纠纷或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及时拨
打12315进行投诉或举报。

省市场监管局：正规渠道购买 按照要求保存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
则》日前已公开发布，将自2024年1月20日起施
行。此次专利法实施细则修改主要涉及哪些方
面内容？将如何提升我国专利工作水平？国新
办在 12月 26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上，进行了权威解读。

强化行政保护

专利行政保护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此次专利法实施细则修改，进
一步加强了专利行政保护，维护专利权人合法
权益。”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介绍。

具体包括：细化专利权期限补偿制度，完善
专利纠纷处理和调解制度，明确在全国有重大
影响的专利侵权纠纷的界定标准等。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司长张志
成介绍，近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积极推进重大
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目前已审结两批共计
12件重大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通过行
政途径推动当事人在尊重知识产权基础上达成
协议，高效定分止争、促进互惠共赢。

“下一步，我们将努力把行政裁决打造为创
新主体易于、擅于、乐于选择的知识产权纠纷解
决渠道，更好服务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张志成说。

修改后的专利法实施细则，还将有权处理
和调解专利纠纷的主体扩大到地级市、自治州、
盟、地区和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

的部门，拓展了专利权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
有效途径。

提升审查水平

申长雨介绍，修改后的专利法实施细则还
进一步完善了专利申请制度，便利申请人和创
新主体；进一步完善了专利审查制度，提高专利
审查质量和效率。

具体包括：优化专利申请流程，细化局部外
观设计制度，放宽新颖性宽限期的规定，完善优
先权相关制度，增加延迟审查制度，完善专利复
审制度等。

专利审查是专利保护和运用的前提。国家
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审查业务管理部部长魏保志
介绍，近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持续推进专利审
查的理念更新、技术革新和工作创新，专利审查
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目前，我国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领域新业
态和中医药等特色领域专利审查标准持续完
善；发明专利结案准确率达 94.2%，审查质量用
户满意度指数提升至86.3；发明专利审查平均周
期缩短至 16个月，按照国际审查周期可比口径
（申请至授权）统计，位居世界前列。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高质量发展导向，持
续完善审查标准，持续提升审查质量和效率，持
续提升专利申请便利化水平，更好满足经济社
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魏保志说。

促进转化运用

一头连着创新，一头连着市场，专利的转化运
用是将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环节。

申长雨介绍，修改后的专利法实施细则细
化了专利运用制度，明确提出，提升专利信息公
共服务能力，促进专利数据资源开放共享、互联
互通。并进一步细化了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完
善了职务发明创造奖励报酬制度等。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科技、产业
主管部门协同配合，抓好知识产权服务，推动专
利链与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
合。”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司司长
王培章说。

“随着科技创新能力的持续增强，我国在新
产业新赛道领域的竞争优势不断彰显，这背后
有很多专利技术作支撑。”申长雨说，例如，在锂
电池特别是固态电池领域，我国是全球主要的
技术来源国之一。近5年，我国固态电池全球专
利申请量年均增长20.8%，增速位列全球第一。

申长雨说，未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将持续完
善新领域新业态专利审查标准，为绿色低碳技
术和量子信息、类脑智能等未来产业发展提供
更多技术供给；大力培育绿色低碳技术和未来
产业高价值专利，助力产业做大做强；加大新领
域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营造更好的营商
环境和创新环境。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呵气成冰的冬日，天色
还没有完全放亮，渭南大荔
县埝桥镇阿河村菜农穆虹

喜把一箱箱黄瓜摞上推车，沿着轨道推到大棚
外，借着早在这里等候货车的灯光，把一天的上
千斤收获全部卖了出去。

顺着车灯一路望去，近百个平均占地两三
亩的大棚伸向村尽头。为了查看低温天气对蔬
菜的影响，阿河村党支部书记魏忠孝也起了个
早。他说，当地种了 20多年的大棚黄瓜、番茄，
今年是气温偏低的一年，但得益于大棚的改造
翻新和近期农技人员的实地指导，全村上千亩
黄瓜每天的产出未受影响，正源源不断销往周
边城市。

“大棚外冷得很，大棚里却是增收的希望。
现在一斤能卖两块多，到了春节时候集中上市
能卖上更好的价钱。”魏忠孝说，农民把账一算，
心就暖和起来了。

低温严寒天气持续，陕西各地农业农村部
门和基础设施保障人员闻“冻”而动，走进大棚

保障设施农业生产，指导及时做好防寒防冻，检
查用电线路，确保蔬果供应稳定。频繁出入宛
如两个季节的大棚内外，不少工作人员的眼镜
上挂着白霜。

接到寒潮预警后，大荔县设施农业发展中
心编写设施农作物御寒指南，发布在网站和公
众号上；将全部农艺师派往村镇，为广大农户进
行灾害性天气来临前的预警和技术指导，在大
棚蔬菜的生长关键期，给菜农吃下“定心丸”。

12月 22日一大早，大荔县冯村镇船舍村村
民张海洋在大棚里迎来了农艺师王震的到访。

“只要咬一口藤上这根卷须是黄瓜味，就说明黄
瓜没有冻害。”20多摄氏度的大棚里湿度很大，
王震边走边掰着老叶子，不一会儿脑门已满是
汗珠。

“夜里棚里最低多少度？”“能到十来摄氏度。”
“有没有备上加热机？”“村里有，可以借

来用。”
王震和张海洋一问一答着，站在旁边的大

荔县设施农业发展中心主任申鹏乐呵呵地说：

“农民的‘土办法’可多着哩！”
“这些年来我们在育苗、田间管理、采收等

农事操作上做到定量化，更主动顺应天气变化
对种植作出调整，实现设施作物提质增效，让果
农、菜农实现收益最大化。”申鹏说。

从大荔县驱车向西，在位于关中地区中部
的咸阳市泾阳县的一座高效节水蔬菜示范园，
300多亩、35个大棚里种植的数百吨番茄预计在
春节期间集中上市，主要销往北京、上海、西安
等大城市。

一座长100多米、高7米的新式日光大棚内，
农民正在做人工授粉。被层层密密叶子覆盖的
番茄长势正好，已经有了婴儿拳头大小。

一旁，国家电网泾阳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
王少彬正与园区管理人员检查着线路。两人轻
点手机屏幕查看温度、湿度，操控头顶的棉被慢
慢卷起。吸收了阳光的大棚更有暖意。“大棚蔬
菜正在生长关键期，这段时间我们正加派人手
加强巡查，守护全县设施农业园区的用电安全
稳定。”王少彬说。 （郑昕 张晨俊）

陕西：闻“冻”而动 菜园不冻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仿制药是
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卫
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知识
产权局、国家医保局、国家疾控局、国家药监局
等部门组织专家对国内专利即将到期及临床
供应短缺（竞争不充分）的药品进行遴选论证，
制定《第三批鼓励仿制药品目录》。

第三批目录收录 39个品种，涉及 75个品
规、13种剂型，覆盖抗肿瘤药及免疫调节剂、抗
感染用药、神经系统用药、放射性诊断剂、心血
管系统用药等12个方面治疗用药。

据介绍，第三批目录以临床用药需求为导
向。一是填补国内临床用药空白。第三批目
录收录的多个药品为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
市品种。如治疗成人遗传性转甲状腺素介导
的淀粉样变性的多发性神经病的小干扰
RNA药品帕替司兰，联合免疫抑制剂治疗成
人活动性狼疮肾炎的口服药品伏环孢素等。

二是提高药品可及性。第三批目录收录的部
分药品，虽然同作用机制药品已经在境内上
市，但由于临床需求量大，存在供应短缺的风
险，因此也纳入鼓励仿制的范围。三是鼓励
创新制剂技术。第三批目录收录的药品剂型
除了有传统的片剂、胶囊剂外，还收录了缓释
注射剂、干混悬剂、舌下片等新型药物制剂，
以及儿童适宜的剂型和新的复方制剂。四是
提高临床诊断准确性。第三批目录收录了 6
个放射性药品，可用于影像学的诊断和定位，
均为境内未上市药品。

记者了解到，此前，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
相关部门已先后发布 2批《鼓励仿制药品目
录》，对目录内药品的研发上市起到了有效的
鼓励与引导作用。目前，目录内 33个品种已
获批上市，覆盖抗感染用药、抗肿瘤药及免疫
调节剂、神经系统用药等 15 个方面治疗用
药，其中包含 7个罕见病用药。

我国发布第三批鼓励仿制药品目录
收录39个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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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刘喜峰 刘祥胜）近日，
2023西安百强企业发布暨授牌大会在西安召
开，陕建控股集团所属8家企业榜上有名，分别
是：物流集团、一建集团、机施集团、三建集团、八

建集团、华山路桥集团、新能源公司、基础集团。
西安百强企业是经市政府批准，由市工信

局牵头，市发改委等相关部门组成评审委员
会，依据企业年度营业收入进行排序后产生。

陕建控股集团：所属8家企业入围2023西安百强

本报讯（通讯员 李松梅）近日，陕煤运销
集团铜川分公司组织开展“百日安全知识答
题”活动，进一步巩固学习成果。

本次活动通过书面答题的形式进行，内容

涉及安全生产法、消防法和生活急救常识等，
安全知识覆盖全面，试题内容丰富。公司全员
积极参与，认真答题，得分均达 90分以上，切
实检验了公司的安全知识学习成效。

陕煤运销铜川分公司：开展“百日安全知识答题”活动

完善职务发明创造奖励报酬制度
——修改后的专利法实施细则看点解析

↑12月24日，在汉中市镇巴县兴隆镇一间
食品加工作坊里，创始人文光琴在直播带货。

↓工作人员在小洋镇绿色产业园食品加工
厂检查产品外包装。

↑工作人员在小洋镇绿色产业园食品加工厂晾制车间查看香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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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7 日，记者从西安城投公
交集团公共自行车公司获悉，元旦假
期（2023年12月30日-2024年1月1
日），市民用户可免费骑用公共自行
车。新用户可在长安通客服体验中
心网点线下办理业务，也可下载“西
安城市公共自行车”APP线上开通骑
行业务，业务均为实名制办理。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西安公共自行车免费骑西安公共自行车免费骑

元 旦 假 期 小 贴 士

镇巴腊肉是秦巴山区代表性“土特产”，2010年获批成为
国内首个腊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近年来，汉中市镇巴县建
立健全标准体系，以“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布局
腊肉全产业链。截至目前，全县共有腊肉加工作坊和加工企
业 20余家、专属养殖基地 35个。镇巴腊肉年生产能力达 5000
吨，带动就业 8000余人。 邹竞一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