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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指导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

下财经》报道，临近春节，不少人打算开

始置办年货了。2021年由于疫情防控需

要，商务部等部门把“年货节”搬到了网

上。腊八，也就是 2021 年 1月 20日，以

“居家嗨购、网上过年”为主题的“2021

全国网上年货节”将揭开大幕。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司长骞芳莉介

绍，“2021 全国网上年货节”从下周三

（2021 年 1 月 20 日）正式启动，到 2021

年 2月 18日（正月初七）结束，活动共持

续 30天。“根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从腊八

到春节的前两三天是年货采购高峰期。

活动截止日是大年初七，主要是考虑满

足春节期间供应，保障‘春节不打烊’，满

足人民群众节日采购需求，把年夜饭、新

鲜果蔬、半制成品等及时送到消费者手

中，保证大家过一个安定、幸福、祥和的

春节。”

不少人关心，网上“年货节”有没有

年味？骞芳莉介绍，活动将通过直播、“上

云”等方式，推出凸显传统节日特色的网

上服务功能。比如在网上打造年味十足

的“买年货”“赶大集”“云餐厅”“云拜年”

等特色活动；联动中华老字号等优质餐

饮企业，提供年夜饭、寿喜宴等餐饮配送

到家服务；推出“春节不打烊”“春节也送

货”等配套服务。优惠券、满减、秒杀、直

降等促销活动，也将给大家带去福利。

“为引导百姓居家嗨购，有的地方

为群众发放消费券，有的地方支持企业

面向留守老人、儿童等群体，推出平价年

货大礼包。各参与企业也将推出优惠券、

满减、秒杀、直降等促销。”骞芳莉说。

临近春节，快递时效如何，能否及时

收到货物，是不少人关心的问题。对此，

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边作栋介

绍，2021 年不少快递企业加大了“春节

不打烊”的力度，春节期间可以在更多城

市提供寄递服务。此外，企业积极响应各

地就地过年的号召，为留守快递员提供

激励政策和生活福利，希望快递员能够

安心做好服务。在疫情防控方面，国家邮

政局要求邮政快递企业全面落实疫情防

控措施，严把境外输入关和进口冷链关，

减少人员聚集，做好邮件快件的消毒消

杀。目前，全行业正在组织做好疫苗接种

工作，快递员的健康将得到更好的保障。

“2021 年网上‘年货节’持续时间

长，业务量较 2020 年春节期间预计也会

有较大幅度增长。同时，加之快递员返乡

和疫情防控因素的影响，在局部地区和

特殊时段，有可能我们的快递员在服务

的深度和投递速度方面有一些不尽如人

意的地方，也请大家给予宽容和理解。”

边作栋说。 佟亚涛

本报讯（记者 张鑫）为深入贯彻落实

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八轮巡视整改工作要

求，1月 6日，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党组

书记、厅长田永主持召开厅党组（扩大）

会议，专题研究部署第七巡视组对商务

厅党组巡视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工作。

商务厅党组班子成员、各处室、口岸办、

二级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党组班

子审议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党

组巡视整改工作方案（草案）》，对成立巡

视整改工作机构、制定整改方案、确定整

改任务及整改时限、明确各方职责等工

作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讨论，对《中共商

务厅党组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责任台账》

列明的各项整改任务逐项进行了研究，

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整改措施、整改目

标、整改时限和责任单位。

会议强调，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全

厅上下要在厅党组的领导下，进一步提

高重视程度，坚持把巡视整改作为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坚持

问题导向，依规依纪、统筹兼顾抓好各项

整改任务落实，并据此建立长效制度保

障，补齐制度短板，以整改落实推动商务

口岸工作再上新台阶。

会议要求，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党

组要加强对巡视整改工作的组织领导，

定期听取整改情况汇报，各责任处室要

结合工作实际，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整

改举措，明确责任分工、整改措施和整改

时限，建立健全各类规章制度建设，加强

协调配合和信息沟通，层层压实责任，确

保巡视整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另悉，1月 7日，为贯彻落实内蒙古

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扩大）会议精神，内

蒙古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

文杰组织厅巡视整改办公室全体成员，

召开了厅巡视整改办公室任务分工工作

推进会。

会上，王文杰对商务厅巡视整改办

公室职能职责进行了总体说明，并从督

促协调、方案制定、清单梳理、材料起草、

信息宣传等具体职能方面，对每一位成

员承担的职能职责进行了细致分工，将

巡视整改办公室承担的职能职责细化明

确到了个人，压实了各成员的工作责任。

同时，要求巡视整改办公室全体成员要

在做好各自工作的基础上，加强工作互

动，相互配合补位，做好工作衔接，确保

按照规定时限高质量完成巡视整改各项

任务。

会后，根据巡视整改办公室工作推

进会议精神，对办公室成员名单进行了

补充完善，并将全体人员的职责分工以

内部文件形式逐一进行了详细说明，确

保了全体工作成员进一步明晰职责分

工，有力有序组织好巡视整改各项任务

落实。

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获悉，“十三五”期间，我国不断

推进商标注册便利化改革，加大商标信息化建设力度，让“群

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2020 年，我国商标网上申请比例超

过 98%，马德里国际注册网上申请比例达 94%。

“十三五”期间，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上线集网上申

请、网上缴费等六大功能于一体的商标网上服务系统，并陆

续开通商标驳回复审、商标异议等网上申请功能，探索智能

化商标审查模式。截至 2020年年底，我国商标网上服务系统注

册用户约17.88万个，是2016 年注册用户的 14倍。

与此同时，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着力推动商标评审裁

定文书全面即时公开、商标数据库对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多

措并举促进商标工作透明化、标准化。截至 2020 年年底，累

计公开各类文书近 90 万件，免费公开商标存量数据 5000

多万件。 据新华社

1 月 15 日，呼和浩特市商务局李红

局长召集市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

局、新城区政府、保合少乡政府、城发恼

包物流园区及入园企业等单位召开物流

企业疫情防控现场办公会，就物流园区

及入园企业在疫情控方面存在的问题进

行安排部署，进一步明确“四方责任”，确

保物流企业疫情防控工作落到实处。

李红要求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

齐抓共管形成合力，落实落细常态化疫

情防控各项要求。物流园区实行属地管

理，行业部门监管原则，物流园区为落实

疫情防控工作的主体责任，园区管理人

为疫情防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全面负

责本园区疫情防控工作。

李红强调，物流园区要按照进园三

必查(口罩，体温，健康行程码)，切实加强

入园人员、车辆及物品管控，特别是对进

口物品及国内中高风险地区物品要做到

严查严管，真正做到不落一车，不漏一

件。各入园企业要认真落实疫情防控措

施，严格落实“13有”行业管理标准。物流

企业要在入呼第一集散中心对相关物品

单独存放，对物品内外包装、运输车辆、

冷藏等装备用具彻底消毒后再分发各派

送点和经营单位。各派送点和经营单位

要对经物流分送或直接采购经营的进口

及中国中高风险地区的物品和内外包装

进行二次消毒后再行派送和销售。

会后，呼和浩特市商务局一行实地

检查了百世快递等入园企业疫情防控情

况，并对园区入口设卡不严、个别企业测

温仪不准、车辆消杀不彻底等问题提出

具体整改意见，督促企业立行立改，确保

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来源：呼和浩特市商务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及

呼伦贝尔市委、市政府安全生产工作部

署，开展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切实做好疫情期间、岁末年初安全生产

工作，坚决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确保

商务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1月 12-14 日，呼伦贝尔市商务局

副局长高亚文一行赴新巴尔虎右旗、新

巴尔虎左旗开展商贸流通领域安全生产

检查。

督导组一行先后前往新巴尔虎右旗

南加油站、中俄蒙商城、新右旗草原行肉

类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陶高棋餐饮企业、

电商直播产业基地、甘珠尔花宾馆开展实

地督导检查。督导组就企业安全生产管

理制度、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情况、办公场

所及商场的健康提示、消杀防疫工作、消

防设施设施情况等进行了重点检查，并就

企业员工安全生产责任意识、企业落实领

导带班制度的情况等方面进行督导。针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能立即整改的要求

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明确整改要

求，限期整改。最后要求企业在确保安全

生产的前提下，做细做实内部疫情防控工

作，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督导组要求旗市区商务主管部门，针

对岁末年初商务领域各类促销活动增多，

人流物流密集等特点，结合当前疫情防控

态势，加强对辖区内其他重点场所、人员

聚集地开展全面督导检查，提高企业安全

生产责任意识，督导企业做好营业场所的

消杀及来往人员体温监测、出入登记、行

程码出示等必要防护工作，保障人民群众

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平安的佳节。

来源：呼伦贝尔市商务局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1 月 16 日，内

蒙古自治区首家乐高·授权专卖店正式

亮相呼和浩特万达广场，为当地儿童、家

长和乐高粉丝带来富有创意的玩乐体

验。

乐高集团高级副总裁、中国区总经

理黄国强先生表示：“乐高授权专卖店首

次来到内蒙古，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市场

版图，拉进了我们与当地消费者和乐高

粉丝之间的距离。不同年龄段的乐高爱

好者在这里都可以获得独特的创意玩乐

体验。”

开业当天，由乐高·专业认证拼砌大

师为呼和浩特特意创作的 3D 模型———

“拉马头琴的少年”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拉马头琴的少年”以鲜艳的色彩，生动

还原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的模样

和少年正在拉琴的场景。拉琴少年身穿

当地传统服饰，神态可爱，惟妙惟肖地展

现了内蒙古地区独有的文化特色。这件

作品长近 1.8 米，宽约 1.2 米，高约 1.4

米，共使用约 196,000 个乐高积木颗粒，

耗时 660 小时搭建而成。这件专属于呼

和浩特的作品将留在这里，粉丝可以前

往打卡，与“他”合影，感受由乐高品牌带

来的无限创意灵感。

不仅如此，乐高授权专卖店还有丰

富、全面的产品选择以满足不同年龄乐

高玩家的拼砌需求，每位乐高玩家都能

挑选出满足自己偏好的产品。在众多产

品中，近期全新发售的中国新年限定商

品———乐高·中国传统节庆主题套装，为

孩子们带来浓浓年味，其中的新年场景

高度还原对联 、窗花等中国传统文化元

素，帮助宝宝认知中国传统文化，体验拼

搭乐趣。

此外，为迎接乐高·幻影忍者系列诞

生十周年，乐高集团将于 2021 年全年推

出 11 款复刻经典套装，让粉丝们可以通

过拼搭重温经典场景。而全新发布的乐

高·城市组系列新品，精心设计了诸如商

场、垃圾回收站等场景，更有红绿灯 、路

标等细节配件，生动还原现代社区真实

生活。

1 月 17 日，首府市民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食全食美年货市场选购年货。春

节临近，呼和浩特市年货市场货源品种丰富，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呈现出购销

两旺的红火景象。 据《内蒙古日报》

商务部：“2021 全国网上年货节”1月 20日开启

呼市商务局组织召开物流企业
疫情防控现场办公会

内蒙古商务厅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安排部署巡视整改任务

年货市场 供应充足

激发创意灵感！乐高授权专卖店内蒙古首店在呼开业

呼伦贝尔市商务局第三督导组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2020 年中国商标网上
申请比例超 98%

本报讯（记者 张鑫 通讯员 郭燕 周建华）有效发明专

利万人拥有量居全区第一，专利申请量占自治区总量

29.34%，累计商标有效注册量 62278 万件，助力农民增收翻

两番……自 2019年 1月正式组建以来，呼和浩特市场监管

局(知识产权局)坚持抓创新服务与抓维权并举的工作方针，

为加快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了有力的知识产权支撑，实现

数量和质量的“加速度”提升。

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发创新活力，呼和浩特市场监

管局(知识产权局)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运营工

作，先后印发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理顺体制机制，推动知

识产权的创造和保护。目前，全呼和浩特市有专利代理机构

及其分支机构 10家，在一定程度解决了长期困扰呼和浩特

市的专利代理能力严重不足、专利代理师无人培养等问题;

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实施商标品牌战略

的意见》，提请呼和浩特市政府对全市取得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注册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 50万元，目前已发放 250 万

元。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有效助力农民增收增产，如赛罕南瓜，

由原来种植 50 多亩到 2020 年的 800 多亩，100 多户农户

参加了合作社，每亩收益翻两番。

打好“覆盖牌”，一张网助力维权，2020 年以来，全呼和

浩特市市场监管(知识产权)系统共检查经营主体 3898 户，查

处商标侵权假冒案件 59 起、案值 69.9682 万元、罚没款

165.4408 万元。部署为期两年的知识产权代理机构“蓝天”专

项整治行动，通过线上筛查、线下排查，梳理出全市知识产权

相关代理机构 242 家，并建立代理机构台账。对无资质专利

代理、代理非正常专利申请等专利代理违法违规行为予以打

击，净化代理环境；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办理专利侵权纠

纷投诉案件 16件。其中“马栏(1)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

件入选 2019 年全国十大专利典型案件评选范围，并入选全

区知识产权十大典型案例。处理电商平台专利侵权纠纷案件

10件，及时办结并转复。开展互联网 +监管风险预警线索核

查工作，核查涉嫌存在知识产权侵权风险企业 16 家；打好

“服务牌”，全方位把脉开方。呼和浩特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

局)通过组织对接座谈、宣传周活动、推动建设纠纷多元化解

工作机制多方位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目前全呼和浩特市有效发明专利万人拥有量从 2015

年 3.8 件提高到目前的 8.33 件，率先完成自治区“十三五”规

划“到 2020 年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3件”的目标任

务，居全区第一。专利申请量 4897 件，占自治区专利申请量

29.34%。累计商标有效注册量 62278 件，增幅 18.52%。拥有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4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21件。受理注册

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 15件，担保债权数额 1.87862 亿元，较

2019 年增长 200%。

呼和浩特市
串起知识产品保护圈
跑出专利商标“加速度”

记者从自治区科技厅获悉，近日，科技部火炬中心发布

了《关于公布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2019 年度评价结果的

通知》，包头稀土高新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被科技部火炬中

心评价为国家级孵化器优秀(A 类)，成为本次公布的 235 家

国家级孵化器优秀(A类)之一。

据了解，包头稀土高新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成立于

1996 年，1999 年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

心，是自治区科技孵化事业的发祥地。经过 20多年的发展，

该中心建立起内蒙古留创园、内蒙古软件园、内蒙古大学科

技园、内蒙古稀土专业孵化器等一批国家级和自治区级的创

新创业平台，构建起“创业苗圃 +孵化器 + 加速器 +产业基

地”的“全链条”孵化体系，在孵企业达 672 家，累计获得知识

产权近 1200 项，成为双创资源集聚的沃土和人才创新创业

的热土。近年来，该中心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按

照“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专业化服务、资本化融合”的原

则，制定出台扶持政策，加快实施“科技企业孵化器”培育工

程，鼓励社会力量盘活现有资源，优化孵化服务，促进企业发

展，着力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活力。截至目前，培育社会力量

兴办孵化载体 22 家，孵化面积达 30 万平方米，在孵企业

610 家，拥有知识产权 339 项，带动就业 4000 余人，分别获

评国家级、自治区级众创空间 8家和 14家，创新创业氛围在

区域范围内蔚然成风。 据《内蒙古日报》

内蒙古一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获评A类孵化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