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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七大行業 提前遇「用工荒」
保姆挑選僱主 鐘點工需預約 快遞員超負荷

國人六成疾病 源於生活習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顧一丹）每到春節，

珠三角必現「用工荒」，今年更是提前出現。

據調查，七大行業目前因人手格外緊缺而加薪

待賢，這些行業包括：保姆、鐘點工、餐館服

務員、快遞業務員、商場導購

員、裝修工人、縫紉工。

「鎮江香醋」遭韓搶注 中國贏保衛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一波 上

海報道）始創於
1840年的鎮江香
醋，憑借其「酸
而不澀，香而微
甜，色濃味鮮」
的特點，為內地
及港澳家庭所青
睞。然而就在6個
月前，「鎮江香
醋」的品牌卻因
一韓國公民搶注
而險遭「滅頂之
災」。經過國家工

商總局商標局和國際合作司等多方努力，這場歷
時半年的跨國保衛戰終告結束，「鎮江香醋」得
以留在中國。慶幸之餘，我國民族品牌的自我保
護意識卻值得深思。
半年以來，鎮江市醋協秘書長王明法始終生活

在忐忑之中。去年，一名韓國人向韓國特許廳提

交了「鎮江香醋」中文、韓文商標註冊申請。韓
國特許廳已受理了註冊申請並公告，公示日期是
2010年4月23日，公示截止日期是2010年6月23日。

最後一刻提交異議 終保商標
而鎮江市醋業協會得知該消息時已是6月3日，

距離公示截止日期只有20天的時間。如果不能及
時制止，「鎮江香醋」商標一旦被韓國搶注，那
鎮江香醋將無法出口韓國地區。如果商標所有人
再進行領土延伸或單一國家註冊的話，鎮江香醋
業將失去所有商標註冊國家和地區的市場。
在多方努力下，醋業協會終於在公示截止的前

一天，通過商標代理機構向韓國特許廳提交了
「異議申請書」。用鎮江市醋業協會知識產權部部長
董民的話說，那種緊迫感畢生難忘。10月26日，韓
國特許廳駁回韓國公民的商標申請，支持鎮江市
醋業協會的異議請求。12月10日，韓國公民沒有提
出申請覆審，「鎮江香醋」最終留在了中國。
事實上，「鎮江香醋」遭搶注已非首次。早在

2004年，一家香港公司就曾向香港商標註冊機構申
請「鎮江香醋」的商標。該商標使用了「鎮江香

醋」的文字字樣、梅花形裝飾圖案，與鎮江市恆
順集團出口國外的醋產品標識完全相同，甚至連
標識顏色、原料、成分說明等方面的描述也一模
一樣。該事件最終促成了鎮江醋業協會的成立以
及「鎮江香醋」集體商標的申請成功。

中國名牌頻遭「暗算」
業內人士指，「鎮江香醋」商標在韓國維權成

功，一個需要重視的因素就是這次維權，鎮江市
醋業協會「動作」尤其快，得到信息後處理及
時、妥當。首先發函給國家工商總局「請求幫助
和指導」，得以在高度專業的層面上抓住重點，
「提起商標異議」，等於是及時阻斷了應訴方搶注的
結果，否則一旦生米煮成熟飯，再進行維權難度
必將大增。
中國企業商標保護不力、在國際上頻遭「暗

算」、損失巨大的「案例」比比皆是，重視的呼
聲此起彼伏，但像「鎮江香醋」的成功作為還是
少之又少，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企業在實施維
權過程中往往「慢半拍」。有些商標侵權發現
早，但解決漫長，忽視細節，最後勞而無功。

中國海上搜救中心3日透露，一艘山東籍漁船於3日凌
晨4時，在江蘇省連雲港以東230海里處翻沉，目前1人獲
救、10人失蹤，目前搜救仍在進行當中，暫未知意外原
因。　 ■中通社

連雲港漁船翻沉 10人失蹤

記者從重慶南岸區法院獲悉，該區一老闆因賣假茅台
酒被判刑。記者採訪部分茅台經銷商，他們表示，市面
上所謂「人民大會堂特供茅台」、「軍隊專供茅台」多是
假酒。據法院透露，這起假酒案是工商執法人員2010年6
月11日查獲的，執法人員查獲了300多瓶茅台系列酒、五
糧液名酒，這些酒標價從200多元到700多元不等，總價
值22萬餘元。經貴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和五糧液集團
鑒定，全是假酒。法院判定售假的劉某構成銷售偽劣產
品罪，對其判刑半年、緩刑1年，處罰金10萬元。

■《重慶晚報》

渝市面「特供」茅台多假酒

廣東100農民工
免費讀北大
香港文匯報訊　據《工人日報》報道，從元旦開始

兩個多月的時間裡，廣東將有100名來自新生代農民工
中的「幸運兒」通過選拔實現自己上北大的夢想。
這項幫助農民工實現「北大夢」的活動叫做「圓夢

計劃．北大100」。報名參加的農民工經過培訓和考
查，成績優良者可入讀北京大學網絡教育學院，進行
為期2.5年－5年的本科學歷教育，成績合格後將獲得
北大遠程教育文憑。
由於課程採用遠程教育模式，網絡的普及是一大

問題。對此，團省委已取得相關企業贊助，為100名
學員每人免費提供一台筆記本電腦和上網卡。為保
證學習效果，將提供課件光盤、在線答疑等方式讓
學員自學，同時還會邀請來自北大的老師到廣東進
行現場授課。

重慶八大民心工程
助當選「最幸福城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楊毅 重慶報道）近
日記者從重慶市政府
獲悉，2010年重慶
「八大民心工程」各項
目標任務全面完成，
直接助推重慶當選為
「中國最具幸福感的城
市」。
2010年重慶八大

「民心工程」分別是實
施就業和再就業工程、扶農助農工程、飲用水工程、
城鄉住房工程、交通暢通工程、社會保障工程、公共
服務設施工程、生態環保工程，共計50個小項，分別
交給了32個重慶市政府職能部門單位承擔。

廉租房開工建設逾300萬平米
重慶市政府秘書長陳和平(見圖)介紹，就業和再就業

工程新增就業人員30.39萬人，新增轉移農村富餘勞動
力35萬人；交通暢通工程完成了252萬平方米的城市道
路整治，新建改建農村公路1.1萬公里；社會保障工程
使60萬名學生得到生活補助，90多萬中等職業學校經
濟困難學生獲資助，新建農村寄宿學校483所；城鄉住
房工程中，危舊房改造完成拆遷259萬平方米，廉租房
開工建設315萬平方米，竣工228萬平方米，開工建設
公租房1,300萬平方米，可向社會投放50萬平方米以
上；扶農助農工程中，40萬農村婦女免費檢查宮頸
癌，17萬農村孕產婦獲住院分娩補助；飲用水工程新建
自來水廠128處，解決了309萬城鄉居民的飲水安全問
題；公共服務設施工程方面，全市建起30條全民健身登
山步道，新增商業設施面積180萬平米，社區衛生服務
中心建設全面完工；而在生態環保工程中，重慶全市治
理水土流失面積624平方公里，主城空氣質量優良天數
達到309天。

深圳頒布人才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通訊員 龔婷 深圳報道）

記者3日從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獲悉，《深圳
市人才認定標準（2011年）》已於本月1日起正式實
施。據悉，這是內地首個由地方政府發佈的人才認定
標準。
深圳市人才認定標準劃分為傑出人才、領軍人才

（包括國家級領軍人才、地方級領軍人才、後備級人
才）、高級人才和中初級人才。最高層次的人才是「傑
出人才」，其認定標準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國家最高
科學技術獎獲得者、兩院院士和美國、日本、德國等
20個發達國家「院士」等內容。人才的認定不受國
籍、戶籍、地域限制。
據了解，經深圳市人力資源保障部門認定為傑出人

才、領軍人才的，可相應享受住房補貼、子女入學、
配偶就業、學術研修、辦理「鴻儒卡」等高層次專業
人才配套政策；經認定為高級人才、中初級人才的，
可按有關人才住房政策享受相應的住房補貼。
據統計，深圳目前共有24名非中國內地人士被認定

為深圳市高層次專業人才，包括美國9人，香港7人，
加拿大4人，新加坡和中國台灣各2人。

歲末年初，內
地多市大型商
場接到漲價通
知，迪奧，蘭
蔻、香奈兒等
國際一線化妝
品從元旦起集
體提價，漲幅
在 5 % 至
10%。 圖 為
江蘇連雲港一
家化妝品專賣
店的導購員為
顧客介紹品牌
化妝品。

新華社

化妝品全國漲價

 

「鎮江香醋」跨國保衛戰，是2009年中國與20

多個國家簽訂國際合作機制以來，第一個通過

該機制解決商標糾紛的案例，意義可謂重

大。

中國加入WTO後，中外知識產權糾紛不斷，

不少馳名商標頻遭海外搶注。「娃哈哈」和

「達能」之爭去年轟動全球。「全聚德」、「大

白兔」、「同仁堂」等著名商標都曾在海外遭遇

「商標劫」。有的企業儘管要回了商標，但也付

出了巨大的代價。據國家工商管理總局商標局

數據顯示，中國出口商品商標被搶注的有2,000

多起，造成每年約10億元的無形資產流失。

中國產品要走出國門，商標是企業必需的名

片。只有商標先行，商品才能在海外安全銷售，企業的產品和營

銷活動才能在國外受到法律保護。

法律界人士認為，商標權是中國企業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敲

門磚。維護中國民族企業和品牌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保護

商標是關鍵。商標一旦在國外被搶注，中國企業產品要進入被搶

注國家或地區，企業就得以重金買回本該屬於自己的商標或「改

名換姓」，這兩種方法都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

目前中國《商標法》沒有設置防禦商標和聯合商標的保護制

度，造成商標權利人特別是馳名、著名商標權利人為防止搶注而

提出防禦、聯合商標註冊申請存在法律障礙。「鎮江香醋」事件

再次說明，企業在加強自我保護意識的同時，法律如何更好地服

務於「中國品牌」，同樣值得有關部門和專業人士重視。

■張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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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往年的「保姆荒」一般都在春節前20天時候才出
現，今年卻提早到了12月中旬。據《廣州日報》報道，
「平常一個僱主可以選擇4到5個保姆，現在的情況是一個
保姆能夠選擇2到3個僱主，1月份這種情況將會更加嚴
重。」目前，留守在廣州的保姆是「有市有價」。平時比
較好的保姆的工資是每天80元左右，現在有一部分已經
升到100元，到了春節期間，代班的保姆日薪要上漲到
150－180元。星級月嫂的行情也水漲船高，價格比平時
一個月多出千元以上。此外，年前打掃衛生的鐘點工更
是供不應求，元旦過後找鐘點工已經需要預約，鐘點工
的薪酬可達到每小時30－40元。

服務員集體跳槽逼加薪　
年底的餐飲業也是缺工大頭。無論是大酒店還是小餐

館，其大門口或櫥窗上都無一例外地張貼了招聘啟事。
經營一家小餐廳的楊先生說，自己店裡才六個服務員，
上月底這六個人找他談判，希望月薪增加200元，否則就
集體跳槽。「最後給他們每人加了100元，月薪2,000元
整。」據了解，目前廣州餐飲行業服務人員一般月工資
在1,200元至1,500元不等，包吃包住，不過服務員們認
為，年底生意最忙自然應該漲工錢。在廣州經營酒店生
意的港商胡先生對記者表示，近年來招聘合意的人員越
來越難，到年底更是出現工荒，只能盡量用最少的人員
達到最高的效益，與他面臨一樣煩惱的港商非常之多。
除了常見的幾個行業，快遞業務也加入了工荒的行

列。內地宅男宅女盛行使得內地電子商務越來越火爆，

加上物價上漲，越多越多人在歲末選擇上網採購。到年
底，快遞公司家家忙翻天。「大量招快遞人員，待遇從
優」的廣告字樣，最近頻繁出現在滿街跑的快遞車身
上。近來微博上有人曬快遞員收入，說北京中關村的順
豐快遞員一月能掙一萬多，最高的2.4萬元，引發網民熱
烈討論，一時間「人人爭當快遞員」。不過據了解，廣州
幾家快遞公司的快遞員普遍的收入都是兩三千左右，只
有在批發市場的部分快遞員能達到七八千或過萬。而且
多數快遞公司人手不足，員工超負荷工作。
此外，商場超市也迎來人才流動的小高潮。據一家大

型商場人員透露，目前缺人手正在招聘導購的專櫃比前

段時間多出約1倍，而商場方面對導購的條件也比平時的
精挑細選放寬了不少，其中最基本、最關鍵的一條就是
「能做滿整個春節促銷旺季」。某男裝品牌導購小陳表
示，原先的月薪是1,500元，現在變成了1,800元保底，還
有提成，而且會按國家規定給節日期間工作的3倍薪水，
至少比平時多掙三四倍。

節日工作 導購薪水翻3倍
除此之外，裝修工人、縫紉工等都成為稀缺工種。有

私營服飾公司老闆稱，即使是月薪4,000元，現在也很難
招聘到技術熟練的工人。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之聲《央廣新聞》報道，一項
調查顯示，六成疾病與國人不良習慣有關。不少中國人
的生活習慣都存在問題， 比如飲食習慣：半數人吃飯
太快。在參與調查的人中，習慣「邊看電視邊吃東西」
和「吃飯速度過快」的人超過了一半。
專家表示，如果吃飯時看電視，不但影響對食物的消

化，時間長了也會發生頭暈、眼花，還容易變胖。如果
既吃飯快又「喜歡吃過鹹、過辣、太燙的食物」，更有
害健康。長期吃熱辣食物會增加食管癌、口腔癌的患病
風險。
比如工作習慣：近八成人愛蹺二郎腿。美國研究顯

示，蹺二郎腿不但會造成腿部靜脈曲張，而且還可能導
致腰椎間盤突出，形成慢性腰背疼痛。此外，經常蹺二
郎腿還會影響大腦、心臟功能以及生殖健康。
比如起居習慣：五成人不經常清潔空調、冰箱空調長

時間不清潔，容易堵塞灰塵，讓人感到胸悶、頭暈，並
會引起呼吸系統疾病。而冰箱如果清理不乾淨，容易造
成短路， 保鮮和殺菌功能都會退化，導致食物串味、
不能保鮮，同時製冷劑也會洩漏，危害健康。
此外，不健康的起居習慣中，洗衣機洗衣不分類的人

佔35.71%，上廁所看書的人佔27%，信賴各種清潔劑的
人佔32.37%。

鐵路迎春運 應對方案出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網報道，2011年鐵路春節旅客

運輸工作方案3日出台。2011年鐵路春運自2011年1月19
日起至2月27日止，為期40天，其中節前15天、節後25
天。春運期間，全國鐵路預計發送旅客2.3億人次，同
比增加2,554萬人次，增長12.5%，日均575萬人次。其
中，發送直通旅客9,200萬人次，同比增長11.6%。
據鐵路部門預計，由於2011年春節時間較2010年提前

了11天，節前學生流、務工流、探親流將出現重疊，
2011年春運鐵路客流將呈現節前客流高度集中、節後客
流持續高位運行的特點。節前北京、廣州、上海、杭州
地區，節後成都、重慶、武漢、南昌、合肥、阜陽、湖
南地區客流壓力將更大。
目前，各鐵路局按照鐵道部要求，正集中力量、集中

時間進行行車設備整治。將採取切實措施，加強旅客高
度聚集處所的客流引導，加強旅客行李和人身全覆蓋安
全檢查，保證旅客旅途平安。針對客流突增、天氣突變
等非正常情況，制定完善應急預案。全國鐵路動態儲備
內燃機車500台。

鐵路部門還努力實行各種便民利民措施，提高服務質
量。通過增開售票窗口、擴大電話訂票範圍、試行售票
電子支付等方式，方便旅客購票。擴大到全國範圍內開
辦學生往返票業務，在全國26個省市75個務工人員比較
集中的車站節前提前辦理家民工返程票。

■中國傳統品牌鎮江香醋遭遇
韓國搶注。 網上圖片

■物價上漲，網購年貨漸成潮流，令快遞公司的員工幾乎招架不住。圖為在四川省南充市一家快遞公司，快遞員
正在搬運貨物準備裝車。 新華社

■近日，旅客在蘇州火車站候車大廳排隊等待檢票。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