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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声 明明

假冒专利产品 你知道咋识别吗

第十六届中国第十六届中国（（漯河漯河））食品博览会食品博览会··城之变城之变

□本报记者 张晓甫

“专利号是以‘专利’二字
的汉语拼音的首位字母‘ZL’
开头，前4位数字是申请专利的
年份，第 5 位数字是专利类型：
1 代表发明专利、2 代表实用新
型专利、3 代表外观设计专利，
后面的几位数字或字符是编码

号。”4月26日是第18个世界知
识产权日。4月25日上午，在市
区人民路丹尼斯广场，市知识产
权局工作人员正在现场教市民如
何区分假冒专利产品。

“没有专利号的商品，但标
注了‘专利’字样，可由生产单
位提供专利证书、当年交费证
明。不能提供专利证书的，可直

接判定为假冒、冒充专利。去
年 我 市 共 查 处 假 冒 专 利 71
起。”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刘保才
告诉记者，这些假冒专利涉及
市民的生活用品、药品等，给
市民生活带来不便。

当天上午，市知识产权局发
放“手把手教您识别假冒专利产
品”宣传页、手提袋等资料1000
余份，接受群众咨询 300 余次，
提升了市民的专利保护意识。

宣传活动结束后，市知识产
权局联合源汇区知识产权局，对
附近的丹尼斯等商超进行了专利
行政执法检查，重点检查日用
品、食品、儿童用品等与群众生
活密切相关的产品，共检查商品
600余件。执法检查过程中，执
法人员还向商场负责人和营业员
讲解知识产权保护有关知识，对
专利标识商品进行了登记，建议
商家在代理产品时要注意核实产
品相关专利情况，进一步健全知
识产权保护相关制度。

□本报记者 齐 放

在郾城区实验小学这个
美丽的大花园里，王晓丽虽
不是最耀眼的那朵，但她用
自己的真诚和爱心，23 年
如一日，默默坚守在教师岗
位上。23 年来，她以饱满
的教学热情、扎实的工作作
风和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
赢得学生及家长的一致好
评。

刻苦钻研，提升自我

在教学中，王晓丽刻苦
钻研业务，认真研究教材教
法，研究新课程标准，注重
多方面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和习惯，对工作讲求实效，
对学生因材施教。

为提高自己的教学水
平，王晓丽经常阅读《小学
数学教师》《小学教研论
坛》《读者》《意林》 等刊
物，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和文
学素养。

备课时，王晓丽精心设
计环节，努力钻研教材，上
网查阅资料，了解学生特
点，做了大量的课前准备工
作，做到备教材、备学生、
备资源，结合课堂实际、运
用课件配合教学，向 40 分
钟课堂要质量。课堂上她给
学生畅所欲言的时间和空
间，让学生做课堂的主人，
而她则循循善诱，做好学生
的学习合作伙伴，学生学习
效果事半功倍。

王晓丽积极参与学校的
活动，在观摩优质课的同
时，自己也积极参与，并成
功讲授了一节电子白板课和
一节优质课，获得大家的好
评。

面对孩子，王晓丽一视
同仁。对于后进生，她总是
给予特殊照顾，每周布置一
些有针对性的训练，一周一
总结，促使孩子们全面进
步。

关爱学生，因材施教

王晓丽告诉记者，每个
学生都有自己的性格特点，
而她最担心和忧虑的就是那

些留守孩子，由于经常见不
到父母，他们感到很没有安
全感，所以这些孩子很依赖
老师、亲近老师。

为了能让留守孩子感受
到关爱和温暖，每当下课
时，王晓丽总来到孩子们中
间，摸摸这个孩子的头，拍
拍那个孩子的肩，给孩子母
亲般的温暖。

对于那些性格怪僻或者
被溺爱娇惯的孩子，王晓丽
通过耐心的疏导和教育，让
每个孩子都能克服缺点、完
善自我。小张同学因父母离
婚，从小缺少母爱。因怕他
受委屈，奶奶对他疼爱有
加，导致他个性张扬、我行
我素。王晓丽在转化他的过
程中，由刚开始的“硬碰
硬”到关注他的内心、走
进他的内心，其过程虽然
艰难，但结果令人欣慰。
小张的奶奶高兴地说：“还
是老师有办法，这么难管
的孩子都变得又听话又爱
学习，实在是太感谢你们
了！”

传授经验 帮助成长

教育需要团体合作，一
个班级也需要所有任课教师
精诚团结、共同努力，完成
教学任务。每每看到有年轻
老师与自己合作管理班级，
王晓丽都做好“传帮带”工
作，想方设法帮助他们快速
成长，短时间内就能独当一
面。

今年学校来了一位年轻
老师严丹，刚大学毕业，担
任一年级的语文老师兼班主
任。开学后刚分完课，王晓
丽就找到严丹，与她交流教
学和管理方面的情况，向她
传授自己成熟的经验，帮助
她尽快熟悉工作、进入状
态。

那段时间，王晓丽和严
丹一块打扫教室卫生、一块
给学生排座位，还到课堂听
她讲语文课。王晓丽还联系
语文教研组长孟世英给严丹
进行教学指导，使严丹很快
成长起来，短时间内掌握了
许多教学技巧，在教学和管
理中得心应手。

郾城区实验小学“最美教师”王晓丽

奉献自己 照亮他人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食品为媒，漯河走向世界；
盛会为窗，世界认识漯河。

十五年弹指一挥。从中原食
品节到国家级行业盛会，每届都
有新的世界500强企业加入食博
会。15 年来，中国食品名城的
光荣与梦想不断刷新。

食品名城享誉全球

在 建 省 辖 市 之 初 的 1986
年，全市食品工业总产值只有
1.8 亿元。2017 年，全市规模以
上食品工业实现总产值1525.6亿
元 ， 占 全 市 工 业 总 产 值 的
46.7%；实现增加值 331.8 亿元，
同比增长 7.8%；从业人员 13 万
人，占职工总数的40%。全市年
屠宰生猪能力达 2000 万头；粮
食总面积 403.8 万亩，总产量
177.8万吨，年粮食加工量达600
万 吨 ， 占 全 省 粮 食 加 工 量 的
15%；年产蔬菜 274.2 万吨，人
均蔬菜占有量达 1055 公斤，是
全国人均蔬菜占有量的 1.5 倍，

“临颍大蒜”被认定为中国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小村铺有机萝
卜”获得上海中国国际有机食品

博览会优秀产品奖。
食品工业规模上，目前全市

拥有各类食品企业 7000 多家，
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 191 家，
占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总 数 的
28.1%，其中主营业务收入超500
亿元的企业1家，超10亿元的企
业10家；在国家统计局统计的22
类食品行业中，漯河拥有 18 大
类 50 多个系列上千个品种，形
成了完备的食品产业链。全市食
品工业拥有“中国驰名商标”5
个、“河南省著名商标”64个、“中
国名牌产品”4 个、“河南省名牌
产品”27 个。2017 年，在人民大
会堂举行的“质量之光”年度质
量盛典上，我市获评“2017 年度
全国质量魅力城市”，这也是全
省唯一一个获此殊荣的城市。

“永不落幕的食博会”

15 年来，漯河食博会一届

比一届规模大、水平高、影响
广。食博会让世界认识了漯河，
也改变、影响着这座城市的未来。

从首届食品节开始，漯河市
就把招商引资作为衡量节会成败
的重要标志，吸引越来越多的中
外名企来漯发展。可口可乐、嘉
吉、华润、统一、旺旺等世界500
强、中国500强、行业百强、知
名品牌企业纷纷在此驻足落户。

2017年8月，来自全国各地
的200多家食品企业和上千食品
经销商齐聚中国（漯河）电子商
务产业园，参加中国（漯河）天
天食品博览会暨“食品汇随手
购”电商平台全国商品采购活
动，该平台拥有近 200 万会员、3
万家终端商超，覆盖 12 个省份。
活动当天实现现场采购额526万
元、意向采购额3629万元。“天天
食博会”的举办使我市打造“永不
落幕的食博会”目标成为现实。

食品为媒 盛会为窗

谱写城市的光荣与梦想

今日是第18个世界知识产权日

工作人员向市民宣传知识产权相关知识。 本报记者 李慧宇 摄

第十五届食博会盛况第十五届食博会盛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