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
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那么，如
何当好知识产权的“守门人”？2022
年以来，厦门两级法院迅速行动起
来，通过民事、刑事、行政三方联动，
打出了知识产权保护的“组合拳”，审
结知识产权案件5178件，全方位营造
浓厚的知识产权保护宣传氛围，积极
创造保护创新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去年4月22日，思明法院与“一
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在海丝中
央法务区揭牌设立“知识产权调解
室”。该调解室是海丝中央法务区内
设立的首个专业性知识产权调解机
构，沿用思明法院诉源治理中心运作
的特邀调解组织工作机制，灵活运用
诉讼和非诉讼相互配合、相互衔接的
方式开展知识产权纠纷调解。

值得一提的是，思明法院还与厦
门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共建国家级

“知识产权理论与实践创新基地”项
目，以该项目为平台，积极开展审学
研一体联动，打造专业化审判品牌，
培育高层次的知识产权专业人才。

去年9月，厦门中院还组织了一
场媒体开放日活动，目的是引导社会

公众“零距离”感受厦门知识产权法
庭日常工作，展现法庭在打造涉台知
识产权审判等司法特色品牌方面的
工作成效，增强全社会尊重和保护知
识产权的意识。

近年来，厦门两级法院采取了一
系列有效举措，有力提升涉台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水平。例如，通过着力案
件繁简分流、致力打造精品案件、聚
力统一裁判尺度等，不断拓展涉台知
识产权审判方式；通过建立“一站式”
多元解纷平台、完善“互动式”交流协
作平台、搭建“立体式”社会共治平台
等，有效构建了涉台知识产权争端解
决平台；通过积极支持台湾同胞参与
司法工作、大力推动理论与实践融合
发展、广泛开展知识产权法治宣传
等，积极拓宽台胞参与知识产权司法
渠道；通过共建海峡两岸青年学生知
识产权法学教育实践基地、共建两岸
青年学生知识产权法学实践交流机
制，吸引台湾青年广泛参与到知识产
权司法实践的各个环节，以及每半年
举办一次“台青创新创业法律讲堂”
等，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助力台
胞台青创新创业。

更高起点上书写服务大局新篇章
厦门两级法院忠诚履职尽责，强化司法保障，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助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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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厦门两级法院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把法治建设工作融
入公正司法的全过程，发挥司法裁
判价值引领作用，大力弘扬社会主
义法治精神，助推法治厦门建设。

在一起文物倒卖案中，不法分
子为谋利，将国家三级文物——古
井圈撬走，几经转手后身价暴涨
25倍。在此期间，不法分子还公
然在短视频平台上兜售，并图文并
茂地介绍古井圈的历史价值，后被
警方在泉州市抓获。法院经审理
后，一审分别判处三名被告人有期
徒刑三年至一年六个月不等，均并
处罚金3000元。其余倒卖文物古
井圈的四人也均被判处有期徒刑
并罚款。

除了加大对文物和文化遗产
的保护措施外，厦门两级法院还充
分发挥司法审判职能，为助力全面
依法治市做出了不少努力——判
决公交公司对不遵守乘车规则的
受伤乘客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倡导
公众自觉遵守规则；判决离婚时丈
夫应当对“全职太太”付出的家务

劳动给予补偿，尊重女性劳动付
出；判决再婚老人依据老伴遗嘱对
房屋依法享有居住权，保障老人安
度晚年；判决受助人对因施救而不
幸遇难者给予补偿，鼓励肯定助人
义举。

法治文化建设是整个法治社
会建设的基础。2022年，厦门七
星法治文化街区成功入选全国法
院文化建设特色项目，在全国高级
法院院长座谈会暨全国法院文化
建设工作会议上作成果推介。

建成以来，厦门七星法治文
化街区共接待各级各界单位调研
参观1800多人次、各级各类人员
参观学习15万多人次，媒体采访
及影视拍摄1500余次，不仅成为
展示厦门“两高两化”形象的组成
部分，还为厦门法治文化建设增
添了新内容，注入了新活力。

“这一实践也为厦门市先后获
评首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
市、入围全国首批市域社会治理现
代化试点城市提供了助力，体现出
新时代的司法作为。”厦门中院党
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彭剑平表示。

化解债务382.96亿元，处置盘活
破产企业财产46.11亿元，盘活释放
土地房产41万余平方米，推动100余
家企业存续发展；审结的破产案件平
均审理时间缩短至145天，同比上一
周期缩短了82天；营商环境“办理破
产”指标多年位居全省第一，2021年
作为全省唯一入选城市进入“全国标
杆”行列……这是厦门破产法庭自
2020年8月成立以来，用数据说话，
亮出的一份精彩成绩单。

推进破产公共法律服务、化解产
能过剩、清理“僵尸企业”，完善破产
审判机制，厦门破产法庭将破产审判
置于服务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大局中谋划和开展，充分发挥
破产审判职能，以“创新之犁”深耕供
给侧改革“希望田野”，为经济高质量
发展开辟新天地。

在厦门好年东米业有限公司重
整案中，这家本土老牌粮油企业因受
到种种不利因素影响，出现经营困
难，陷入债务危机。2021年6月，当
债权人提出对好年东破产清算申请
后，厦门破产法庭受理了该案件。“如
果直接进行破产清算，债权人将难以
受偿，好年东名下特殊资产也无法实
现应有的价值，不利于保障厦门市粮

食安全。”厦门破产法庭法官陈杰回
忆起当时的状况这样说。

由破产清算转为破产重整后，
经过法院第二次公开招募，最终，厦
门市鹭滨食品有限公司成为好年东
重整投资人。“在这个过程中，厦门
破产法庭的高效服务，让我看到希
望，最终下定决心投资并加价1000
多万元。”谈及为什么接盘好年东，
鹭滨食品董事长陈海滨对厦门破产
法庭赞不绝口。

好年东破产重整案只是厦门破
产法庭为企业打开重生通道，积极助
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其中一个
缩影。除此之外，厦门破产法庭仅用
三个月让“烂尾”近十年的“福建第一
高楼”项目重获新生，重整拯救厦门
中盛粮油集团有限公司、厦门盛洲植
物油有限公司、厦门联华食品有限公
司、任我游（厦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等一批涉疫情、涉民生危困企业。

“当救则救”“能救则救”，厦门破
产法庭庭长叶炳坤说：“在破产程序
中对具备拯救价值的困境企业，进行
重整识别，因企施策，积极促进企业
转入重整程序，引入‘活水’换‘新
生’，多维度救治困境企业，为维护社
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破产重整打开企业重生通道A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B

近年来，随着厦门经济不断发
展，金砖创新基地、海丝中央法务
区等建设的纵深推进，厦门对外开
放程度加深，进出口贸易额不断攀
升，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
中外合资企业数量与日俱增，纠纷
涉及的国家日益增多，延伸至60
多个国家。国内外市场主体在涉
外商事领域的司法需求日益增加，
由此对涉外商事审判工作提出了
更大挑战、更高要求。

2022年 1月，作为厦门中院
专门审理涉外商事案件的专业法
庭——厦门国际商事法庭应运而
生。该法庭专门研发了线上门户
网站——“厦门国际商事法庭一
站式司法服务平台”，以“一个法
庭+三个平台+N项机制”的运行
模式，深度运用智慧法院建设成
果，推进国际商事司法全业务网
上办理、全流程依法公开和全方
位智能服务。

“走进厦门国际商事法庭，不
仅环境好、色调明快，开放式的诉
讼服务大厅和分区域规划的各个
功能区、法庭智能化建设更让人
耳目一新。”陈婕琛律师告诉记
者，在庭审过程中，她能感受到法

官极强的专业性，充满高科技元
素的互联网法庭高效便捷，最大
程度上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

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支点城市，厦门侨务资源丰富。为
了给侨胞侨眷创造创业安居的有
利环境，优化厦门营商环境，厦门
中院、集美法院及集美区侨联共同
设立“侨音法驿”涉侨调解工作室，
进一步维护侨企侨胞的合法权益，
更大程度发挥涉侨纠纷多元化解
机制的作用。

“要优化涉侨保护协作，对涉
侨权益保护相关单位在法律适用、
审判信息和数据共享等方面都要
提供支持。”厦门中院副院长吴丽
雪表示，除了要完善多元化纠纷解
决机制，还要探索延伸设立涉侨维
权案件联系点，指导诉讼外纠纷解
决机制顺利开展。

2022年以来，厦门两级法院
审结涉外、涉港澳、涉侨、涉自贸案
件4199件，审执结涉台案件1499
件。主动融入和服务保障海丝中
央法务区建设，出台16条工作意
见，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两
岸融合发展。

助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不断提升涉外司法审判质效C

打造法治建设新高地
积极助推法治厦门建设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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踔厉奋发，勇毅前行。2022年，厦门两
级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以迎接党的二十大和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线，忠诚履职尽

责，坚持服务大局、强化司法保障，营造法治
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保障疫情
防控工作，为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厦门篇章做出法治贡献。

▲厦门中院和市委党校共同建设“厦门市领导干部
法治教育基地”，图为基地揭牌仪式。

▲厦门中院法官在七星法治文化街区开展“平安三率”
普法宣传活动。

▲厦门中院知识产权法庭审理侵权案中，法官在庭上
认真比对涉案产品与专利产品。

▲厦门国际商事法庭敲响涉外商事审判“第一槌”。

厦门两级法院为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厦门篇章做出厦门两级法院为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厦门篇章做出
法治贡献法治贡献。。图为风景优美的筼筜湖图为风景优美的筼筜湖。（。（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黄嵘黄嵘 航拍器摄航拍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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