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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次会议26日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将
于2023年7月1日起施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主任王爱立介绍，
现行反间谍法前身是1993年制定的国家安全法，主要
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履行的职责特别是反间谍方面的
职责。2014年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反间谍法是在原国家安全法的基础上修订出台的，是
规范和保障反间谍斗争的专门法律，为维护国家安全
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完善间谍行为的定义方面，王爱立表示，新
修订的反间谍法将投靠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针

对国家机关、涉密单位或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等
实施网络攻击等行为明确为间谍行为。根据实
践中的情况，适度扩大相关主体窃密的对象范
围，将其他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资
料、物品纳入保护。

“新修订的反间谍法还完善安全防范规定，对
‘安全防范’设专章规定。”王爱立说，法律明确国家
机关、社会组织等反间谍安全防范的主体责任；明
确有关方面积极开展反间谍宣传教育的职责，专门
机关指导宣传教育活动，切实提高全民反间谍安全
防范意识和国家安全素养；同时，明确重点单位的
安全防范责任和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许
可制度等。

王爱立介绍，此次修订的反间谍法在“调查处
置”一章中，增加查阅调取数据、传唤、查询财产信
息、不准出入境等行政执法职权；明确国家安全机
关执法规范要求，严格审批程序，实现规范化执法；
增加对发现的网络安全风险等的通报和处置措施；
增加对国家秘密、情报的鉴定评估机制；增加行刑
衔接的规定。

记者了解到，新修订的反间谍法还增加对相
关人员予以保护、营救、补偿、安置、抚恤优待、培
训等规定；增加规定鼓励反间谍领域科技创新，
发挥科技在反间谍工作中的作用；加强对国家安
全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同时，进一步完善法律
责任。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记者周圆、樊曦）记者 26
日从全国总工会获悉，今年全总将表彰全国五一劳动奖
状 207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035个、全国工人先锋号
1044 个，其中单列名额的奖状 7 个、奖章 44 个、先锋号
20 个，用于表彰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优胜者和国家
重大项目的建设者。

全总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今年表彰对象向党的二
十大报告提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重点产业倾斜。
51.5%的奖状单位、40.3%的奖章个人、36.4%的先锋号集
体属于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重点发展的产业。从
行业覆盖面看，表彰对象覆盖了除国际组织以外的所有
19个行业大类，以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建
筑业等相关行业为多。评选表彰高度重视选树非公有
制经济中的先进典型，奖状、奖章和先锋号中非公有制
比例分别占41.5%、37.8%、39%，高出规定比例6.5、2.8和
4个百分点。

奖章人选方面，评选表彰始终坚持面向基层、面向
一线、面向普通劳动者的原则，重点向产业工人倾斜，注
重推荐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在各地推荐的奖章
人选中，产业工人 412名，占 41.6％；其他一线职工和专
业技术人员 235 名，占 23.7％；科教人员 215 名，占
21.7％。当前，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今年共
表彰农民工167人，占16.9%，比重再创新高。企业负责
人和县处级干部都在控制数内。奖章人选覆盖了15个
民族，少数民族73人；女性216人。

该负责人介绍，今年的单列表彰名额主要有两类，
第一类是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优胜者，单列 23 个奖
章名额；第二类是在航天强国建设、C919国产大飞机等
重大专项和重点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
人，单列7个奖状、21个奖章、20个先锋号名额。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记者赵文君）记者26
日从国新办举行的《中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年度报
告（2022）》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2年，全国市场
监管部门共查处商标、专利违法案件4.4万件，涉案
金额16.2亿元。

今年 4 月 26 日是第 23 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国
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中
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年度报告（2022）》，市场监管
总局、最高人民法院、中宣部、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
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了我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
的措施与成效。

2022 年，公安机关破获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
伪劣商品犯罪案件 2.7万起，检察机关起诉侵犯知
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嫌疑人 2.7万人，审判
机关审结各类一审知识产权案件 219.4 万件；全国
海关共查扣进出口侵权嫌疑货物6万多批、7700多
万件。

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甘霖介绍，我国高度重视
外商投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大力维护外商投资企
业合法权益，对在中国注册的企业一视同仁，以优
质服务更好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截至去年
年底，国外在华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86.1万件，与上
年同期相比增长4.5%，其中涉及国外企业5.8万家，
较上年增加 0.2万家。国外在华有效注册商标 203
万件，同比增长5.9%。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林广海介
绍，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审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妥

善处理与国际贸易有关的重大知识产权纠纷，对内
外资企业、中外权利人一视同仁、平等保护。2022
年，人民法院审结第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5000
多件，依法惩处涉及侵犯中外权利人商标权、著作
权、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犯罪，有力维护了社会公
共利益，依法保护了中外权利人合法权益，进一步
彰显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对营造良好营商环
境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中宣部版权管理局负责人赵秀玲介绍，我国
不断加大网络版权治理力度，积极推动区块链等
新技术在版权领域的运用，提升新技术版权保护
与服务能力。去年开展的“剑网 2022”专项行动，
严厉打击文献数据库、短视频和网络文学等重点
领域的侵权盗版行为，强化数字藏品、“剧本杀”等
网络新业态版权监管。在院线电影版权保护方
面，对电影盗录传播保持高压态势，切实有效保护
电影版权所有者的合法权益，维护良好的电影市
场版权秩序。

海关总署综合业务司负责人邸连柱介绍，我国
多措并举强化知识产权海关保护。2022年，在跨境
电商渠道查扣侵权货物 2.1 万批、402.3 万件，查扣
以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侵权货物670批、2700多
万件，有力促进了新业态的健康发展。同时，加强
科技装备在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中的应用，加快进出
口货物知识产权状况的验核速度。加强对进出口
企业知识产权风险提示，提高企业防范化解侵权风
险能力，鼓励引导企业用好海关保护政策。

据新华社电 近期，演出市场加快恢复，各类
演出活动大量增加，在繁荣文化市场的同时，个别
演出活动发生现场安全事故，部分热门演出存在

“黄牛”炒票等问题，影响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
展。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就进一步加强演
出市场管理规范演出市场秩序印发通知。

通知要求，持续做好演出场所监管。文化和
旅游行政部门要定期对演出场所进行检查，核查
场所的消防安全设施检查记录、安全保卫工作方
案和灭火、应急疏散预案等材料，督促演出场所定
期开展设施设备检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督
促演出场所建立完善现场巡查制度，确保演出现
场安全。

通知要求，重点加强大型演出活动现场监
管。对临时搭建舞台、看台的演唱会、音乐节等大
型演出活动，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做好演出现
场监管，查验演出举办单位的演出批准文件及相
关手续，核验演员信息及演出节目内容，严禁擅自
变更演员及演出内容，严禁假唱、假演奏等违法违
规行为。要配合公安部门做好现场安全管理，坚

决防范演出安全事故发生。
通知强调，切实规范演出票务市场秩序。各

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将社会关注度高、票
务供需紧张的营业性演出作为重点监管对象，
提前进行研判。督促演出举办单位、演出票务
经营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营业性演出门票
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 70%。要联合属
地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依法打击“黄牛”炒
票、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障消费者
合法权益。

通 知 还 要 求 ，压 实 演 出 举 办 单 位 主 体 责
任。演出举办单位是演出市场安全生产的第
一责任人，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督促演
出举办单位对演出内容、票务经营、演员组织、
现场管理等进行全流程把控，积极配合做好行
业监管。特别是对从事杂技表演等危险性较
高的演出项目，要督促演出举办单位做好演员
和现场观众的安全防护，为演员购买相关安全
保险，做好现场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压实企业
主体责任。

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将于7月1日起施行

2022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
查处商标、专利违法案件4.4万件 涉案金额16.2亿元

文化和旅游部
进一步加强演出市场管理规范演出市场秩序

1035人将获2023年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大熊猫“丫丫”踏上回国旅程

这是4月25日在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动物园拍摄
的大熊猫“丫丫”。

旅居美国的大熊猫“丫丫”当地时间26日上午启程
离开田纳西州孟菲斯动物园，踏上回国旅程。

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