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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长宁

区“119”消防

宣传月启动

仪式在虹桥

艺术中心举

行，以“预防

为主，生命至

上”为主题的消防市

集在天山路亮相。

61米长廊上有11个

展区，开展烟雾帐篷

逃生体验、油锅灭火

体验、消防文创人偶

互动等活动，并展出

消防救援机器狗、多

用途无人机等“高精

尖”消防装备。图为

市民体验消防装备

本报记者 张龙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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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上海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

绍上海保护知识产权、护航营商环境取得的

阶段性成果。据统计，截至目前，今年全市累

计侦破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1200余起，中

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及30余家企业向上海警

方来电来信表示感谢。

据上海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庄莉

强警官介绍，从已侦案件来看，侵犯知识产权

犯罪在制假、运假、囤假、售假各环节呈现出

职业化、产业化特点，新型犯罪时有发生。

尤其是不法分子针对网络化消费的特

点，通过网红直播带货、在社交软件发布低价

商品信息、在网络平台跟评发布售假广告等

方式吸引客源，并以海外代购、外贸尾单等为

噱头，诱导消费者购买假冒品牌产品，隐蔽

性、迷惑性更强，售假网络辐射范围也更广。

此外，侵权假冒案件跨地域趋势明显，犯

罪链条拉长。不法分子实施侵权制假行为

后，往往通过多级经销商将侵权假冒产品进

行层层转运分销，犯罪团伙分散、组织架构明

确、作案链条完整，不同犯罪团伙间的业务往

来纵横交错、十分频繁。近两年来，本市查处

的跨省市侵权假冒案件数量占比近70%。

为应对新特点、新挑战，上海警方汇聚多

部门资源，建立侵权假冒犯罪风险研判模型，

聚焦新业态、新领域、新手法，从产、运、销等

各环节开展全面检索排查，通过多维刻画，高

效产出高质量侵权假冒犯罪线索，及时发现

和消除新类型侵权假冒商品的流通隐患。

与此同时，上海警方逐步探索建立企业

快速维权和反映线索的沟通渠道，着力解决

企业维权“最后一公里”难题，努力做到快速

受理、快速侦查、快速追赃、及时止损。在案

件侦破后，更及时剖析行业性、区域性薄弱环

节和风险隐患，预警通报行政部门和企业，强

化源头治理。 本报记者 潘高峰

记者今天上午从警方获悉，以“鉴真”服

务著称的得物App竟也遭遇仿冒。犯罪分子

未经授权私自开模印制得物App专属包装

箱、防伪扣等包材，利用消费者对得物App“鉴

真”服务的认可，为假冒商品披上“正品”外

衣，既损害消费者权益，又侵害了企业信誉。

生日礼物收到假货
今年8月，市民小黄过生日时，收到了朋

友赠送的一双名牌运动鞋，不料刚穿出门就

被人认出是假货。懊恼之余，他想起收到运

动鞋时有得物的品牌外包装和鉴别证书，于

是向平台举报。经得物App鉴定，不光这双

运动鞋是假冒产品，连印有平台标识的包装

纸盒和鉴别证书、防伪扣等也均为仿冒。

小黄的朋友说，这份礼物是在一个自称

“可以官方鉴真”的微商处购得。虽然价格明

显低于市场价，但因直播间背景是得物标志

性的“蓝箱子”，所以出于信任他选择下单购

买。之后根据举报，得物App又在多个网络

购物直播间发现仿冒得物“蓝箱子”误导消费

者、带动假货销量的情况，遂向警方报案。

循线挖出制假窝点
上海宝山警方在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总队

的指导下，成立了专案组，追查制假源头。经

了解，此案中的假冒包材与官方制品相比，在

印刷颜色、排版和包装工艺上有着诸多差异，

包装内部的“鉴真二维码”也无法扫描。

专案组循线追踪生产窝点，最终锁定位

于福建的制假工厂。在福建警方全力支持

下，专案组经过2个月的走访调查，逐渐厘清

了相关窝点的作案规律和销售渠道。

10月12日，上海警方对6个制假和仓储

窝点集中收网，抓获犯罪嫌疑人罗某、宋某等

17人，查获制假设备68套，收缴仿冒得物包

装箱、仿冒防伪扣等170余万件共75吨，涉案

金额达2000余万元。

白天关门晚上生产
据罗某交代，他的制假工厂在2017年前

后开始生产各类假包装，后来发现得物App

的标准化包材享有较高市场信誉，于是萌生

了私自印制假包材牟利的念头。

2021年以来，罗某在未取得平台授权的

情况下，和父母、兄弟分工负责原材料采购、

开模印刷、打包运输等，模仿正品样式生产防

伪扣、鉴别证书、胶带，在空白纸箱上印制电

商平台专属标识和“极光蓝”色，组成套装出

售获利。为逃避打击，制假团伙采用“黑白颠

倒”的生产模式：白天关门停工，仅进行原材

料的收货和整理；夜晚开始生产，假冒包材制

成后连夜装车运至犯罪嫌疑人宋某处分销。

目前，犯罪嫌疑人罗某等17人已被宝山

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将循线追

查相关假冒包材去向，深挖打击售假违法犯

罪行为。 本报记者 潘高峰

从产、运、销等各环节开展全面检索排查

今年破获侵犯知识产权案    余起

仿冒“得物蓝箱子”披上“正品”外衣
一制假团伙被破获，17人落网，案值超2000万元

5年来，上海消防救援队伍接处消防警情40.6万起

救援更快了 职能升级了

日前，上海市网信办、市市

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对一家少

儿培训机构的“回头看”执法检

查中，发现该机构存在对个人信

息等敏感内容的查看权限仍然

过低等问题，易造成信息泄露。

个人信息泄露，严重干扰人

们日常生活，扰乱市场正常秩

序，并被不法分子利用，导致“蟹

卡骗局”“双  抽奖卡”等新型

诈骗行为的出现。多数个人信

息的泄露是在当事人完全不知

情的情况下发生的，从此前公安

部门破获的一系列案件来看，个

人信息遭泄露或被非法使用，除

了不法分子使用黑客手段非法

窃取外，多与“内鬼”相关。

筑牢个人信息保护屏障，铲

除“内鬼”很关键。交通、快递、

住宿、中介等服务行业，很容易

发生个人信息泄露的情况。这

些行业的共同特征，就是能以正

当理由收集个人信息。“内鬼”往

往在利益驱使下，利用职务便利

倒卖起个人信息。对此，企事业

单位应遵循最小化原则，只采集

与业务相关的个人信息，避免过

度采集，并从源头上“把好门”。

从源头上杜绝内部人员非

法获得个人信息，关键要堵住

“内鬼”的后门。企事业单位需

要分类分级守好“防线”，通过

“制度+技术”手段，完善信息安

全风控系统，对内部账号实时监

控，主动发现违法违规行为。

防范“内鬼”泄露个人信息，还需要

提高违法成本。除了公安机关要锚定源

头，对“内鬼”予以重拳打击之外，相关行

业也可以通过建立“黑名单”制度，对“内

鬼”采取行业禁入等措施。

今日论语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向国家综合性消防

救援队伍授旗致训词五周年。今天上午，上

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消防救

援队伍改革转制5年成就。据市消防救援总

队总队长李伟民介绍，5年来，全市消防救援

队伍累计接处消防警情40.6万起，抢救疏散

群众5.8万人，保护财产价值约122.6亿元，确

保全市火灾形势持续平稳。

平均到场时间缩短1分10秒
5年来，上海消防部门逐步攻克改革难

点，顺利完成转改落编、机构撤改、职能归位

等工作，新招录国家消防员6批次3206人、政

府专职消防员5批次近4600人；全市新增消

防救援站45个，增幅达到30%；新建或维修改

造市区两级应急装备物资库11个，配置更新

消防车辆600余辆、器材装备55万余件（套），

列装500吨级消防船、101米登高平台车、大

型排烟灭火机器人等一批先进器材装备。

目前，上海消防部门已建成以200个攻坚

组、27个攻坚班、21个攻坚队为主体的灭火救

援攻坚力量体系，注册攻坚队员达874人，升

级配备一系列“高、精、尖”攻坚装备，承担灭

火救援内攻、搜救、灭火等高难度、高风险攻

坚任务。

在提升人员和硬件配置的同时，上海消

防部门大力推动消防数字底座和消防物联网

平台建设，目前接入全市2982家重点单位和

1066万个点位信息，不断推进室内单兵定位、

水枪分水末端水流感知、夜间成像、融合电台

通信等4个方面24个消防数字化攻坚项目；

基于“一网统管”研发的作战指挥支撑平台，

实施“一短三快”（即接处警时间短、出动到场

快、战斗展开快、救人灭火快）机制改革，消防

救援平均到场时间缩短1分10秒，火警处置

平均用时缩短2分29秒。

此外，微型消防站和专职消防队的火警

处置参与率明显上升，从2019年的27.56%

上升至2023年的75.30%。5年来，上海消防

救援总队有效处置了“6·18”上海石化爆炸、

“7·22”浦东国际机场波音777货机火灾等一

系列急难险重任务，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

的专业能力显著提升。

全天候为老百姓排忧解难
根据近几年消防警情数据分析，除火灾

以外的抢险救援和社会救助类警情占比逐年

增长，2018年至2022年占比由60%上升到

70%，消防救援任务正发生新的变化。

据统计，2022年全市消防救援队伍共接

报处置各类灾情7.29万起，其中抢险救援和

社会救助分别达到2.94万起和2.15万起，这

也是消防救援队伍改革转制之后职能任务拓

展的重点方向。上海消防部门正在从队伍建

设、机制建设、能力建设三个方面积极转型升

级，通过深化改革适应时代发展。

比如，以水上支队为核心，在全市消防站

布点了61支水域专业队和4个快速反应前置

点，全面承担上海“一江一河”和河湖水系的

救援任务，仅今年以来就成功救援落水群众

20余人；组建了20支排水排涝专业队，暴雨

时能排涝，平时可担负较大火场的供水任务；

以特勤支队为核心，组建了10支防化专业队，

针对危险化学品事故，完成侦检、堵漏、洗消

等关键任务；强化了3支重型、14支轻型地震

救援专业队。此外，上海各消防救援支队还

组建了28支社会救助分队，全天候为老百姓

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难事。

5年来，消防部门会同房管部门建设了电

动自行车充电桩（接口）100余万个、充换电柜

4170个，为4991个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

场所加装消防设施，为全市1.3万余个小区和

8389个重点单位规范施划消防车通道标志，

指导2388个小区修缮消防供水系统，排查整

治4.79万栋农村自建房火灾隐患，检查社会

单位43万余家次，发现督改隐患43.6万余处，

电动自行车、冷库等重点领域火灾得到有效

控制。上海消防执法营商环境在2020年全国

消防系统评估中排名第一。

本报记者 潘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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