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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 颖

本报讯 经湖州海关近日检验检
疫合格后，安吉创合园艺有限公司
货值约20万元的首批出口梅枝顺利
报关，随后正式起运发往日本。这
是湖州辖区梅枝产品首次出口，标
志着湖州出境鲜切花卉苗木再添新
品类。

今年以来，湖州海关聚焦辖区
特色产品，落实海关总署促进外贸
保稳提质和助企纾困的各项举措，
加速释放政策红利。同时，加强对

境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保障竹
木制品、杨桐、铃木等特色产品顺
利出口。据统计，今年1月，辖区经
检疫出口的鲜切花卉苗木共 31批
次，货值520多万元，同比分别增
长22.8%和30%。

安吉县作为我市主要花卉苗木产
销基地，鲜切枝叶出口已有10多年历
史，主要出口产品有杨桐、铃木、多
头小菊、康乃馨等，安吉创合园艺有
限公司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企业之一。

“我们企业虽然从事鲜切枝叶出
口近10年了，但梅枝这个品类出口

还是第一次，没想到还有这么多注
意事项，加之境外官方对随附的通
关证书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对货物
出口造成了不小的困难。”安吉创合
园艺有限公司负责人感叹，湖州海
关得知企业的困境后，立即指导企
业完成梅枝基地备案登记，同时优
化通关流程，短时间内解决了通关
证书的相关问题，确保货物能在合
同期限内顺利发运，给企业吃下了

“定心丸”。
“针对鲜切枝叶保鲜期短、对发

货时效性要求高等特点，我们优化

申报流程，做到随报随检，根据企
业预约发货情况优先安排查验，有
效提高鲜切枝叶出口的通关速度。”
湖州海关驻安吉办事处业务一科科
长杜林超介绍，为帮扶企业及辖区
种植户出口“掘金”，海关积极发挥
自身专业优势，指导企业完成基地
备案登记，对种植基地开展病虫害
检测，实地验核评估，检查种植档
案及有害生物监测防治记录等，帮
助企业健全质量安全管理体系，提
升企业疫情疫病防控和产品自检自
控能力，确保出口产品的质量安全。

我市出境鲜切花卉苗木再添新品类

记者 张 翔

本报讯 省市场监管局日前发布
了浙江省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典型
案例，其中，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菲律宾商标撤销案名列其中。这
场历时7年左右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
应对，为企业应对海外商标抢注行
为、保护海外合法权益提供借鉴意义。

2015年，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通过单一国申请的方式向菲
律宾知识产权局提交了涉案商标注
册申请。2016年2月，该公司收到
菲律宾知识产权局下发的商标注册
驳回通知，驳回理由系涉案注册商

标已被菲律宾某个人注册。
该公司负责人介绍，发现商标

被抢注后，该公司高度重视，通过
代理服务机构等方式试图拿回被抢
注的商标。然而，2016年至2021年
间，该公司始终没有成功拿回商标。

事件的转机来自2021年5月底
市贸促会的一次“三服务”走访和
RCEP利用调研。在了解相关情况
后，市贸促会鼓励企业积极开展维
权，提出解决路径方法等初步设想，
并寻求上级贸促会和市场监管等部门
的帮助支持，推荐中国贸促会专利商
标事务所等知识产权专业机构，供企
业联络咨询，确定维权方案。

“根据菲律宾商标法有关规定，
在商标核准注册以后，在先权利人
或者利害关系人认为注册不当的，
可基于在先权利和恶意抢注提出撤
销申请。”市贸促会负责人介绍，据
此，该公司向菲律宾知识产权局提
交商标撤销申请，并提供该公司涉
案商标中国驰名商标证明、其他国
家商标注册证明、销售合同及报关
单等在先使用证据。

在市贸促会、市市场监管局等
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2021年6
月，菲律宾知识产权局依法作出裁
定，撤销菲律宾某个人的注册商
标。其后，该公司向菲律宾知识产

权局重新提交商标注册申请，并于
2022年10月成功取得涉案商标专用
权，有效维护了该公司在菲律宾市
场的商标合法权益。

“该案为浙江企业申请撤销海外
抢注商标的典型案例。”市市场监管
局和市贸促会提醒，本案顺利维权，
得益于企业具有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
管理机制，能在日常检索中及时发现
问题，并委托专业机构积极开展维
权。因此，建议广大企业在对外贸易
和市场开拓的过程中，提高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切实开展商标、专利等海
外注册布局，强化知识产权使用、维
护、管理等工作。

历时7年维护海外知识产权

天能夺回菲律宾被抢注商标

记者 邵 鼎

本报讯 省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前公布了
2022年度浙江省制造业星级园
区名单，我市共有5个开发区
（园区） 上榜四星级园区，1
个开发区 （园区） 上榜三星
级园区。

省制造业星级园区是展现
各地产业集聚水平、特色产业
规模的重要标准。近年来，我
市以新兴产业创强破局为主
线，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

业，引增量、优存量，依托特
色工业园区建设，全力构建现
代产业体系新局面，去年湖州
省“新星”产业群数量居全省
第一，率先且唯一实现区县全
覆盖。

市经信局负责人表示，今
年我市将深入实施八大新兴产
业链链长制，深入实施新一轮
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涅
槃”攻坚，瞄准老旧园区、
化工园区、传统行业和低效
企业，实现制造业发展取得新
成效。

6园区获评省制造业星级

记者 徐 虹

本报讯 安吉县供销社共享
食堂孝丰店近日正式建成营
业，这是县供销社投资建成的
第二家共享食堂。

据介绍，近年来，安吉县
供销社以完善乡村养老服务为
切入点，探索市场效益+社会服
务的创新经营模式，通过项目
研讨及实地调研与当地社区
（行政村）达成合作共建意向，
累计投入100余万元，先后建

成供销共享食堂余村店、孝丰
店。共享食堂旨在服务周边居
民、企业职工、老年人及行动
不便的特殊群体，并向当地群
众提供免费（半价）的优质餐
饮服务。

针对周边的环卫工人和快递
员，共享食堂实行半价优惠；针
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共享
食堂将根据不同年龄段提供不同
等级的优惠。针对特困老人和
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共享食
堂将提供上门送餐服务。

共享食堂惠及周边居民

记者 邵丹红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市统计
局获悉，2022年，我市实现农
林牧渔业总产值 266.74 亿元，
按可比价计算增长5.1%，增幅
居全省第一。

去年以来，我市克服农资
价格上涨、疫情多点散发等不
利因素影响，全力推进保障粮
食生产，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
业，全市农业经济保持平稳发
展态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中，种植业、林业、牧业、渔
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分别
为 112.34 亿元、22.94 亿元、

21.97亿元、93.90亿元和15.59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7%、
2.2%、7.6%、8.9%和8.8%。

统计显示，从季度增幅
看，2022年我市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增速呈现逐季加快态势，
一、二、三、四季度增幅分别
为4.0%、4.4%、5.2%和6.1%。
从增长贡献看，渔业产值拉动
农林牧渔业产值增长3个百分
点，对农林牧渔业产值增长的
贡献率达到59.9%，其次是农业
（种植业）、牧业、农林牧渔服
务业和林业，对农林牧渔业产
值增长贡献率分别为 14.3%、
12.6%、9.7%和3.5%。

去年全市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增幅全省第一

记者 邵丹红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国家统
计局湖州调查队获悉，受纺
织、水泥等产品出厂价格下降
影响，1月湖州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PPI）环比下降0.1%;受
电力、黑色金属材料等进购价
格上涨影响，1月湖州工业生产
者购进价格 （IPI） 环比上涨
0.6%。PPI同比下降1.8%，IPI
同比下降2.1%。

在所调查的30个行业大类
中，有18个行业出厂价格环比
下降。其中，纺织业、非金属
矿物制品业、电气机械和器材

制造业产品出厂价格降幅居
前，环比分别下跌0.6%、0.5%
和0.45%，三者合计下拉总指数
0.2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生产和
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制造业产品出厂价格涨幅居
前，环比分别上涨2.2%、0.5%
和0.2%，三者合计上拉总指数
0.2个百分点。

九大类原材料购进价格环
比“三涨六降”。其中，环比涨
幅居前的是燃料动力类、黑色
金属材料类和纺织原料类，环比
分别上涨5.7%、1.1%和0.1%，
合计上拉总指数1.0百分点。

上月PPI环比略有下降

记者 陈亚萍

本报讯 湖州是蚕桑丝绸的重要
发祥地之一，蚕桑产业是湖州地区
的传统优势产业。近年来，响应

“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优质蚕种和
桑苗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最近
央视《新闻联播》也点赞湖州蚕桑
产业经验做法。

在我市一家蚕种培育企业的冷
库里，工作人员将繁育好的蚕种装
盒、打包。这一批蚕种将发往乌兹别
克斯坦，在那里进行催青和孵化。该

企业还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同兴建蚕种
生产企业，并派遣技术人员前往，将
先进技术与经验带到国外。

“乌兹别克斯坦本地的蚕种容易
发病。通过各方的努力，我们培育
出了适应乌兹别克斯坦本地的一些
抗病的蚕品种和抗寒抗旱的一些桑
品种，提高了当地的 （蚕种） 产
量。”德清县莫干天竺蚕种有限责任
公司负责人蔡永良告诉记者。

为提升当地的蚕产业的经济效
益，市农业农村部门和企业一起，在
桑苗上也做了文章，培育出了适应乌

兹别克斯坦国气候和土壤条件的桑苗
品种“桑田一号”。

湖州市农业科技发展中心经作
站站长殷益明说：“目前我们已经在
当地试栽700万株1000亩左右，这
个品种非常适合当地的气候，产量
质量也比当地的品种优异。”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以来，湖州市蚕桑产业部门积极
出台支持政策、组建蚕种出口企
业、整合蚕种品牌和关键技术攻关
等，孕育出一批优秀企业，具备优
良品种生产的先进技术，并占领了

蚕桑种业的制高点，“一带一路”让
中国优质蚕种和桑苗走出国门，走
向世界。

湖州蚕种年生产量约为15万张，
其中一半左右用于出口，主要输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助力当地政府
解决就业、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市
蚕桑产业部门坚持把“蚕桑种业

‘走出去’”作为蚕桑产业提升发展
的新路子，鼓励蚕桑种业出口企业参
与“一带一路”，提升“宝宝”牌蚕
种桑苗品牌国际影响力，助力湖州蚕
桑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吐“湖”丝

湖州蚕种走向国际市场

记者日前在位于南浔经济开发
区的浙江华力汽车配件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看到，多条生产线已处
于满负荷运转状态。企业负责人戴
斌告诉记者，随着市场的回暖和订
单量的增加，企业今年的销售收入有
望比去年翻一番，突破1.5亿元。

记者 邵鼎 摄

马力全开

“云聚湖州 人才强企”全球产业人才精准对接会日前举行，来
自全球的415名高层次人才和全市162家重点骨干企业“云上论
剑”，共谋技术创新、共商产业发展。

记者 邵鼎 摄

云上论剑

记者 邵 鼎

记者近日来到位于吴兴区的湖
州泰和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只见
七栋巨型立方体厂房一字排开，各
条生产线上，机械臂来回舞动，工
人们按部就班，一派繁忙而有序的
生产景象。总经理袁乃岭告诉记
者，新一年度几个主要零部件产品
的订单已经排到年底，开年一上来
企业就火力全开，力求实现开门红。

“泰和属于吴兴区‘腾笼换
鸟’攻坚行动后新引进的项目，
在国内汽车内外饰制造业中具备

较 完 善 的 生产线和研发设计能
力，去年企业销售突破 1.5 亿元，
同比增长 50%。” 袁乃岭说，近
3 年，可以说是泰和逆势而上的
3年，企业每年都保持50%左右的
销售增长，背后的关键在于自身的
不断升级。

“初期我们仅仅专注于各大汽车
品牌的车标生产，虽然看似量大但
利润空间和技术含量都不高。后
来，我觉得产品类型和技术水平必
须重新定位，既要有多元化的产品
类型，也要有深耕的技术优势，转
型迫在眉睫。” 袁乃岭说。

经过市场分析，汽车门板成为
企业重点攻关的一个领域，由于
市场的需求量旺盛，泰和很快接
到了相应的订单。“其实也是抱着
试水的心态去对接客户，可在我
们生产设备没有到位情况下，对方
直接就下了700台门板的订单，而
且限期3天交货，我知道这是对我
们的一种考验。” 袁乃岭回忆说，
当时他带领生产团队紧急订购生产
设备，从模具的打造到最后出成
品，通宵达旦三天三夜，最终完
成首批产品的试生产，也成功叩
开了新市场。

转型是痛苦的，但深耕产品带
来的收益却很快显现。围绕汽车门
板总成、副仪表板总成、汽车轮眉
总成等主导产品，泰和一方面开始
了零部件新产品的拓展，另一方面
在生产设备和技术升级上做文章。
企业行政副总经理张炜洪告诉记
者，每年泰和在技改上的投入都在
3000 万元以上，随着大型注塑机
台、全自动真空镀膜喷涂线、全自
动3D镭雕机等设备的到位，企业在
产能和产品品质上实现了质的飞
跃，先后和奇瑞汽车、长城汽车、
吉利汽车达成了长期合作关系。

深耕汽车零部件产业，完成一次又一次自我更新，在复杂的外部形势下实现
销售持续上扬——

泰和的突围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