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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记者
邢拓 刘硕） 最高人民检察院 3 月
14日发布了5件检察机关依法惩治
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典型案例。
这批案例涵盖食品、药品、化肥、吸油
烟机灶具、建材等与人民群众生活密
切相关的产品。

网络平台如今已成为消费者购
物的重要途径，但一些假冒伪劣商
品也混杂其中，消费者难以辨别。
在此次发布的袁某等人生产、销售
伪劣产品、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案中，被告人袁某使用本人及他
人身份信息在某电商平台注册经营
9 家网络店铺，与郭某甲、丁某合伙
经营 3 家网络店铺，销售假冒伪劣
化肥至河南、江西等 10 余个省份。
袁某还向他人经营的网络店铺和微
信客户提供假冒伪劣化肥，销售金
额共计 778 万余元。在检察机关和
有关部门的配合推动下，袁某等人
被依法惩治。

在此次发布的案例中，检察机
关针对涉案人员众多、生产和销售
窝点横跨多省市的“产供销”全链条
犯罪案件，引导公安机关追查上下
游犯罪，深挖源头，实现全链条全覆

盖打击。
最高检第四检察厅、知识产权检

察办公室负责人介绍，2023 年检察
机关批准逮捕假冒伪劣商品犯罪
8503件14560人，起诉18777件38936
人。同时，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法律监
督职能，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
假冒伪劣商品犯罪案件1634件1778

人，监督公安机关立案 2645 件 2879
人。

据悉，下一步，检察机关将以最
高检开展的“检护民生”专项行动为
契机，依法惩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
罪，从严打击社区团购、网络营销、直
播带货等新业态下与人民群众生活
密切相关的犯罪行为。

全链条打击假冒伪劣犯罪
最高检发布典型案例

新华社北京3月 14日电 （记者
胡喆） 一辆49吨柴油重型卡车排放的
二氧化碳相当于约40辆小轿车的排放
量。与 49 吨柴油重卡相比，若把燃料
换为液态的氢燃料电池，则每辆液氢
重卡每年可减少碳排放约140吨，有望
实现长途重载车辆的零排放。

这是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
院了解到的新成果。科技部高技术中
心近日下达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综合绩效评价结论的通知显示，由航
天科技集团六院 101 所牵头承担的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型车辆液氢储供
关键技术研究”项目顺利通过综合绩
效评价，这意味着我国重型车辆液氢
储供技术取得突破。

101 所氢能业务首席专家刘玉涛
介绍，通过项目实施，实现了液氢储供
系统与重型车辆燃料电池动力系统及
整车的集成应用，解决了重型卡车电
动化动力性能和续航里程的两大难
题，充分体现了液氢用于汽车行业高
能量密度、长行驶里程的技术优势，为
液氢重卡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提供了
有力示范。

据悉，以重型燃料电池车辆用户
端液氢储供关键技术研究为切入点，
围绕重载燃料电池商用车高密度储供
氢的行业需求，101所作为项目牵头单
位，联合清华大学、北汽福田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等10家优势单位组成了产、学、研、用、
监、检一体的项目攻关团队。

项目历时3年，完成了车载液氢储
供系统7项关键技术攻关，优化了车载
液氢储供系统——燃料电池动力系统
——重型车辆底盘结构的构型，在国
内率先研制了80公斤级车载液氢储供
系统工程样机；完成了液氢储供系统
和燃料电池及整车的匹配性测试，通
过了试车场公路实况考核，在质量和
体积储氢密度、单位能耗、供氢速率等
方面比肩国际同等先进水平；研制了
车载液氢储供系统测试装置，建立了
车载液氢储供系统检测方法，为技术
研发和产品测试提供必要的标准依
据。

我国重型车辆液氢储供技术取得突破

11部门部署
第二批国家数字乡村
试点工作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记者
13 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中央网信
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
业和信息化部等 11 部门近日联合印
发《关于开展第二批国家数字乡村试
点工作的通知》，通过开展第二批试点
工作，探索不同区域条件下数字乡村
发展路径和方法，为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通知要求，建立健全跨部门协调
机制和跨层级联动机制，做好数字乡
村建设整体规划设计，整合用好相关
支持政策和现有资源，以责任落实推
动工作落实、政策落实。充分发挥市
场机制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培育
数字乡村发展良好生态，以信息流带
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探索形成
社会多元共建新局面。

同时，围绕农民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快制度、机制、
模式和技术创新，积极拓展数字化应
用场景，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立足本地发展
实际，探索具有区域特色的模式做
法，不搞一刀切、齐步走，杜绝“形象
工程”，久久为功、有力有序推进数字
乡村建设。

通知明确，到 2026 年年底，试点
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乡
村信息化发展基础更加夯实，城乡

“数字鸿沟”加快弥合，涉农数据资源
实现共享互通，乡村数字化应用场景
持续涌现，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作
用凸显，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不断增
强。

新华社北京 3月 13日电 （记者
赵文君） 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公安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联合印发《关
于切实加强2024年春季学校食品安全
工作的通知》，部署开展全覆盖监督检
查，深入排查校园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保障广大师生饮食安全。

在主体责任方面，督促学校严格落
实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健全食品安
全管理制度和工作职责，制定食品安全
风险管控清单，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
查、月调度”制度要求，定期组织开展食

品安全隐患排查和鼠（虫）害消杀，重点
检查加工场所等设施设备，清查库存食
品，清理变质、过期等食品和食品原料
等，并自查整改到位。

在安全监管方面，组织对学校食
堂、校外供餐单位开展全覆盖监督检
查，督促学校食堂及其承包经营企业、
校外供餐单位严格执行食品、食品添加
剂和食品相关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开展餐饮具清洗消毒整治，加强大宗食
品及原料监督抽检力度。

在规范学校食堂承包经营方面，对

正在实施承包经营招投标的学校，督
促学校依法依规签订合同（协议），严
格约束转包、分包行为，及时公示中标
企业。建立考核、评价和退出机制，重
点清查不履行合同（协议）约定、违反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等行为的承包经营
企业。

通知还要求，加大学校食品安全与
营养健康知识的宣传力度，开展食品安
全科普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教育，
倡导学校食堂按需供餐，制止餐饮浪
费。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记者
刘诗平 张晓洁） 水利部副部长刘伟
平14日表示，我国立足流域整体和水
资源空间均衡配置，科学推进实施以
南水北调工程为代表的重大跨流域、
跨区域引调水工程，全国水利工程供
水能力超9000亿立方米。

刘伟平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
的国家水安全保障进展成效新闻发布
会上说，10 年来，我国治水事业取得
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其中，加快国家水网建设，促进了水资
源与人口经济布局相均衡。

据介绍，10 年来，我国加快推进
灌区建设，新增改善灌溉面积约3.6亿
亩，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约 1.5 亿
亩，耕地灌溉率达55%，为粮食丰收提
供了有力支撑。同时，推进农村供水
高质量发展，如期全面解决1710万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农村
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0%。

我国
水利工程供水能力
超9000亿立方米

四部门部署加强学校食品安全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