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吴睿鸫

人买保险不稀奇，可桃子也能买保

险，而且是“名誉损失险”，这可就有点

稀奇了。2 月 8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知

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发布的《中国知识

产权保险发展白皮书(2022)》中，就公布

了这么一起案例。

地理标志，这个词汇在普通人眼里

虽然颇感陌生，但其实早已融入人们的

日常生活当中。西湖龙井茶、长白山人

参、烟台苹果、五常大米……一个个耳

熟能详的名字，代表着严格的地理范

围，蕴含着自然印记、历史传承和深厚

的人文积淀，具有较强的品牌效应，对

于促进乡村振兴和提高普通百姓收入，

能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在肯定地理标志产品发展的同时，

也必须看到，近年来，侵权假冒、以假乱

真、鱼目混珠，销售假冒地理标志商标

及产地标识的产品，犹如“打不死的小

强”，既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败

坏了地理标志的名誉。尤其是，当地理

标志受到不法分子侵害时，由于诉讼成

本高、取证难度大、案件周期长，导致地

理标志权利人无力正常维权。

阳山水蜜桃，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因为知名度高，假冒“阳山水蜜桃”

名义销售的普通桃子，变得异常泛滥。

基于此，江苏省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

通过投保“地理标志被侵权损失保险”，

积极主动维权，获赔 12 万元。案件诉

讼费、调查费等维权成本由人保财险理

赔，共 6.4 万元，这是全国首例保险公司

对地理标志进行赔付的案例。

值得关注的是，江苏人保在知识产

权保护方面已试水多个品类地理标志保

险。目前，全省已累计投保了 25个品类

的地理标志产品，累计保额超5000万元。

给地理标志买保险，一方面，可以

有效降低中小企业因非主观故意侵权，

或者面临知识产权恶意投诉或诉讼的

风险；也是服务农村现代化发展，维护

农村农民合法权益的一项良策；更是可

以有效降低维权成本，让维权更有底

气，从而全面提升地理标志生产维权积

极性，成为打假维权的“助力器”。

当然，地理标志保险，毕竟是一件

新鲜事物，监管部门要强化对保险公司

的监管力度，及时兑现理赔承诺。同

时，司法等职能部门要助力维权，组建

公益性维权组织，帮助农村农民或农协

会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合理维权、理性

维权和科学维权，从而让地理标志品牌

真正做大做强。

地理标志险有助打假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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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武晓强
本报记者 李晓群

近日，一个报警电话，让广德市公

安局誓节派出所民警鄢汭匆匆赶到辖区

某企业。原来，公司两名员工在工作中

因琐事发生争吵,情绪激动之下发生冲

突。为缓和矛盾避免事态升级，民警立

刻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经过民警耐

心劝导，双方均认识到了自身错误，互相

道歉握手言和。至此，一起涉企矛盾纠

纷得到迅速化解。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广德市公

安局建立局领导班子、一线所队负责人

和责任民警联系包保重点企业及项目

工作机制，180 余名民警参与其中，通过

强化警企联动，协助企业做好内部安全

防范，排查化解涉企矛盾纠纷，做好企

业安全员，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感谢民警为我们开通绿色通道，

‘ 一 对 一 ’服 务 解 决 了 我 们 的 燃 眉 之

急！”拿到护照和签证的广德市广信农

化有限公司员工们，对广德市公安局政

务服务大队帮其解决难题赞不绝口。

近期，该公司因业务需求急需到国外开

展设备安装等业务，广德市公安局政务

服务大队民警接到企业负责人反映的

情况后，立即启动“为民为企为项目”中

走出去企业“绿名单”制度，指导企业准

备申请材料，确立专人“一对一”服务企

业，为企业员工加急办理护照，为走出

去企业做好服务保障。

为进一步提升企业员工安全防范

意识，2 月初以来，广德市公安局反电诈

中心民警还深入辖区各企业开展反诈

骗宣传，通过发放宣传资料、讲解真实

案例等形式，向员工们介绍涉企涉商电

信诈骗惯用的伎俩以及如何识别新型

电信诈骗的方法，切实提高企业员工防

诈、反诈能力。

警企联动守护企业安全

■ 本报通讯员 杨祖友
本报记者 李 浩

王明（化名），巢湖市柘皋镇人，两

年前，偷渡到境外某国去“淘金”。去年

底回到国内，近日在接受巢湖警方调查

时，向民警讲述了他在境外遭受的梦魇

般的经历。

2020 年底，因工作不顺，王明的思

想压力很大，此时有朋友推荐说去境外

某国打工可以赚高薪。“先去看看，不满

意再回来。”朋友的这番话，让他动了

心。他跟着朋友偷渡到了某国才发现，

所谓工作原来就是帮电信网络诈骗团

伙洗钱。他明白这是在违法犯罪，回国

是要坐牢的。他不愿干，团伙看守人员

就用 AK 步枪枪托打他，他的胳膊、腿都

曾被打骨折过，头部、手部、腰部也被打

伤。他要求回家，老板说让他偷渡过

来 ，他 们 花 了 钱 ，要 拿 20 万 元 才 能 赎

人，否则就把他活埋了。有一次，他们

真把他推到一个挖好的深坑里，然后填

土，土都淹到了他的脖子。还有一次，

他们扒开他的衣服，用锋利的刀子在他

的腰部比划，说是要取他的肾卖钱。他

感到自己掉进了魔窟里，整天生活在恐

怖中，睡觉时经常会被噩梦惊醒。

时刻都盼着回家，可他们看得紧无

法脱身。在付清赎身费后，他才脱身回

到国内。近两年的时间里，未挣到高

薪，还损失了 28 万元，另外还险些搭上

性命。

赚“高薪”险丢命

■ 颜东岳

问：一 家 公 司 向 我 们 出 具 欠 薪 条

时，刘某承诺愿意对公司的欠薪承担清

偿责任，并写入了欠薪条中。鉴于到期

后，公司没有兑现，我们曾要求刘某支

付。可刘某认为其只是提供保证，只有

在公司没有清偿能力的情况下，我们才

能向其索要。请问：刘某的说法对吗？

答：刘某的说法是错误的，即你们

有权直接要求其担责。

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二条规定：“第

三人与债务人约定加入债务并通知债权

人，或者第三人向债权人表示愿意加入

债务，债权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

的，债权人可以请求第三人在其愿意承

担的债务范围内和债务人承担连带债

务。”与之对应，债务加入是指第三人承

诺由其履行债务人的债务，但同时不免

除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并存债务承担方

式。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

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三十六条规

定：“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差额补足、流

动性支持等类似承诺文件作为增信措

施，具有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债权人请

求第三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应

当依照保证的有关规定处理。第三人向

债权人提供的承诺文件，具有加入债务

或者与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等意思表示

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五百

五十二条规定的债务加入。前两款中第

三人提供的承诺文件难以确定是保证还

是债务加入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认定

为保证。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的承诺文

件不符合前三款规定的情形，债权人请

求第三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连带责任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不影响其依

据承诺文件请求第三人履行约定的义务

或者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结合本案，

正因为刘某承诺愿意对公司所拖欠的工

资承担清偿责任，具有加入支付欠薪、同

公司共同承担的意思，并非在公司不清

偿时再由其承担责任，决定了当属债务

加入，在支付期限届满后，你们既有权要

求公司单独清偿，也有权要求刘某单独

清偿，还有权同时要求公司和刘某清偿，

而非只有在公司无力清偿后才能要求刘

某清偿。

承诺帮助清偿欠薪属债务加入
■ 张兆利

离婚救济制度，是指法律为离婚过

程中权利受到损害一方提供的权利救

济方式，或者是为弱势一方提供的法律

救助手段，包括经济补偿、经济帮助和

离婚损害赔偿。我国民法典在总结继

承既往法律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基

础上，对离婚救济制度作出了新的完

善，以此实现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

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

【案例】李女士与江先生于 2011 年

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儿一女。在十多

年的婚姻存续期间，李女士全职照顾家

庭，江先生虽在外打工但从未提供金钱

补贴家用，日常支出主要靠女方娘家接

济。在夫妻俩矛盾无法解决情况下，李

女士诉至法院请求离婚，并要求男方给

予其经济补偿 18万元。法院经审理，判

决准予双方离婚，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

补偿金 12万元。

【评析】家务劳动是指为满足家庭成

员日常生活需要所从事的不直接产生经

济效益的劳动。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

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

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

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

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方协

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据

此规定，如果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负担了较多的家庭义务，离婚时均有权

向另一方主张经济补偿，另一方应当给

予补偿。理解家务劳动补偿制度需要把

握如下几点：一是制度设立的目的。现

阶段，女性仍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付出

者，她们往往为家庭付出更多，尤其是全

职家庭妇女，离婚后再就业的能力往往

受到贬损。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就是为了

保护在婚姻中付出更多但更弱势的一

方，倡导男女共同承担家务劳动。二是

适用情形。离婚经济补偿是一种基于对

家务劳动价值尊重和认可的权利救济方

式。因此，适用情形包括但不限于抚育

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三

种情形，为家庭利益付出的家务劳动诸

如打扫卫生、收拾家务、采购物品、春种

秋收务农劳动等均应包括在经济补偿适

用情形中。三是补偿办法。实践中一般

通过货币等方式予以补偿。法院在确定

离婚经济补偿数额时，主要基于对家庭

义务承担较多一方的权利给予救济和平

衡出发，从付出较多义务一方日常投入

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和精力、婚姻关系

存续时间的长短、请求权人因此受到的

损失情况、另一方从中受益的情况和经

济能力、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等因素进行

综合考虑。

经济帮助请求权

【案例】范女士与曹某结婚后先后

生育两个孩子。近年来，随着女方失

业、身体多病以及日常生活开支的不断

增大，夫妻双方经常为经济开支等问题

发生争吵，长期矛盾积累导致双方对婚

姻心灰意冷。曹某先后两次以夫妻感

情 确 已 破 裂 为 由 向 法 院 提 起 离 婚 诉

讼。在承办法官的主持下，双方达成离

婚协议，原告自愿一次性给付范女士经

济帮助 8万元。

【评析】离婚经济帮助，是指离婚时

有负担能力的一方对经济困难的另一方

提供的经济帮助。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

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有负

担能力的另一方应当给予适当帮助。具

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

法院判决。”通过本条可以看出，离婚经

济帮助制度目的在于保障离婚时生活困

难一方的基本生存权益。因此在适用时

具有严格限制，一是离婚经济帮助只限

于离婚时，如果一方离婚后出现了经济

困难的情形，比如患病无力医治的，就不

属于离婚经济帮助的范围。二是离婚时

一方生活确有困难。生活困难一般指夫

妻一方依靠自身能力、个人财产和离婚

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

平。三是提供经济帮助的一方必须有负

担能力，即帮助者在满足自己合理生活

需要后，还有能力以个人财产对生活困

难者给予帮助，如果没有帮助能力的，法

律也不强制履行该项义务。应当注意的

是，不能用经济帮助的办法代替共同财

产的分割，以免损害接受帮助一方对共

同财产所享有的合法权益。

损害赔偿请求权

【案例】面对男方屡屡出轨的伤害，

小敏一纸诉状将丈夫段某告上法院，不

仅要求婚生儿子归自己抚养、分割房产

等财产，还要求段某赔偿精神损失费 10

万元。经审理，法院以法律事实为据，

判决准予两人离婚，段某赔偿原告精神

损害抚慰金 5万元。

【评析】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指夫

妻一方存在重大过错而导致婚姻关系

破裂的，过错方应当对无过错方的损失

给予赔偿的制度，是侵权责任在婚姻家

庭领域的延伸。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

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

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

重婚；（二）与他人同居；（三）实施家庭

暴力；（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五）有

其他重大过错。”其中，第五项为民法

典新增兜底条款，该项规定扩大了离婚

过错的认定范围，比如一方长期出轨、

性罪错、赌博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等，都

可以认为是“其他重大过错”行为，无过

错方可以通过确认对方侵害配偶权的

方式来获得法律救济，过错方应当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其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

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

婚变中弱者权益保障

2 月 18 日，当涂县公安局

姑孰派出所联合姑孰镇和相关

司法部门以及当涂义警在大润

发广场开展禁毒禁赌等法治宣

传活动，增强居民群众的法律

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本报通讯员 卫学超 摄

广场普法

■ 本报记者 李晓群

去年以来，全省法院不断巩固发展

“江淮风暴”执行攻坚成果，进一步推深做

实执行长效机制建设，“执行 110”、优化

营商环境“夏季行动”、执行长效机制建

设、涉党政机关案件执行、网络司法拍卖

等一系列有力举措，推动执行工作取得新

成效。全年全省法院共执结案件 512400

件，同比上升 29.67%，结案数居全国第 4

位；结案率 98.74%，居全国第 1位；结案平

均用时39.05天，居全国第1位。

开展“五大活动”

以更大力度服务发展大局

“行动开始！”2 月 6 日，随着一声令

下，肥西法院新春集中执行行动展开，

全体执行干警奔赴各个执行现场，向失

信被执行人亮剑。被执行人吴某某涉

及多起农民工工资案件，执行干警多次

电话联系吴某某，督促其履行义务，但

其均拒绝履行。根据申请人提供的线

索，执行干警到达吴某某居住地后，向

吴某某释法明理，告知其拒不履行的严

重后果，并当场组织申请人王某某等与

其 协 商 ，最 终 达 成 和 解 ，约 定 分 期 履

行。此次行动共执行到位 71.6万元。

据了解，去年以来，全省法院积极

开展执行攻坚“五大活动”，以更大力度

服务全省发展大局。

开展夏季行动，全面助力优化法治

营商环境。在去年 6 月至 8 月集中开展

的“江淮风暴”执行攻坚优化营商环境

之夏季行动中，共执结涉拖欠企业债

务、涉民生等 7 类重点案件 11 万多件，

执行到位金额 140.61 亿元，有力保障了

市场主体的胜诉权益。

开展执行长效机制建设巩固年活

动。全省法院通过健全强制执行长效机

制，依法打击拒不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

健全“执转破”机制，全面助力市场健康

发展；健全善意文明执行机制，全面助力

企业发展；健全“线上执行”长效机制，全

面助力疫情防控和执法办案。据统计，

2022 年，全省法院依法严厉打击拒不执

行生效判决、裁定的失信被执行人，通过

全方位高压威慑、惩戒，迫使近 5万名失

信被执行人自动清偿债务 73.59亿元。

开展“保稳定、解愁盼、促规范”执

行信访化解年活动。各地法院通过建

立完善执行信访制度，多元化解执行信

访案件，落实相关举措，化解信访积案

和重复访案件 1756 件，办结最高法院交

办涉执申诉信访案件 125 件，办结率、化

解率均为 100%，排名全国并列第一名。

开展农民工工资专项行动。省高

院与省人社厅等单位会签出台《关于印

发〈建立健全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

协调联动十项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

印发《安徽法院集中整治拖欠农民工工

资问题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等，加大督

导指导力度，保障农民工权益。去年，

全省法院共执结农民工工资案件 19480

件，执行到位金额 3.59亿元。

此外，还开展“6.18”“11.11”司法拍

卖节活动。进一步健全网络司法拍卖

机制，畅通执行财产处置“快车道”，不

断提升财产处置效率。去年，全省法院

上拍案件 13065 件，成交标的 9673 个，

成交金额 107.04 亿元，大幅提高了涉案

财产的变价效率和溢价率。

创新“三大中心”

以更新举措践行为民宗旨

2 月 8 日，申请人刘某将一面书写

着“保护百姓权益，构建和谐社会”的锦

旗，送至广德法院“执行 110”办公室，感

谢执行干警远赴浙江省海宁，最终促进

案件顺利执结。

去年以来，全省法院创新“三大中

心”，采取更实举措，努力践行司法为民

宗旨。

全面建立“执行 110”应急处置中心。

省高院在总结经验基础上，把执行工作强

制性与专业警务化保障有机结合起来，探

索形成并在全省 126家法院全面推开“执

行 110”运行机制，印发“执行 110”运行工

作指引、应急接处警工作指引和运行流程

图，全省126家法院组建“执行110”团队并

开通“执行 110”电话，全天候快速精准打

击逃避执行行为。自去年 7月运行以来，

全省法院接听群众举报电话 38694次，公

安临控电话 1473 次，核实后出警 31461

次，拘传20123人次，拘留2551人次，罚款

670.85万元，扣押车辆749辆，申请公安实

际协助680次，促使化解信访案件930件，

受到了人民群众普遍欢迎。

全面设立执行服务中心。聚焦群众

“急愁难盼”，着力解决群众在案件查询、

执行立案、来访接待、案款发放等难题，

将服务当事人的执行事项全面前移，印

发《关于执行服务中心建设的工作指

引》，全省法院设立执行服务中心 76个，

执行大厅 11 个，执行窗口 37 个，执行接

待室 1个，较好地提升服务群众水平。

同 时 ，全 面 提 升 执 行 指 挥 中 心 功

能。进一步贯彻落实《关于执行指挥中心

实体化运行工作指引》《关于执行团队组

建及办案流程的工作指引》要求，充分发

挥执行指挥中心的信息交换、指挥调度、

监督管理和决策分析功能，集约化处理财

产查控、调查询问、文书送达、终本终结案

件管理等事务性工作，提高管理效能。

推进“两项治理”

以更实行动解决执行难

记 者 从 省 高 院 了 解 到 ，2022 年 ，

全 省 法 院 共 发 布 失 信 名 单 215470 人

次 ，限 制 高 消 费 321300 人 次 ，限 制 出

境 60 人 次 ，切 实 做 到 失 信 联 合 惩 戒

“ 应 查 尽 查 ”“ 应 惩 尽 惩 ”。 这 是 我 省

推 进 解 决 执 行 难 综 合 治 理 的 一 项 务

实行动。

“解决执行难，我省进一步健全综

合治理格局，纵深推进综合治理。”省高

院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说，省高院推动

召开由 31 家省直成员单位参加的全省

切实解决执行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指

导全省各市成立切实解决执行难工作

领导小组，将解决执行难工作纳入文明

创建、平安建设等考核，推动综合治理

执行难工作向基层下沉。

为进一步拓宽执行联动广度和深

度，省高院与省公安厅、自然资源厅、

人 社 厅 、省 级 保 险 机 构 、省 发 改 委 信

用 办 在 查 人 控 车 、不 动 产 线 上 查 控 、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的管理与执行、

保险产品查控、涉党政机关案件的执

行上均建立联动机制，加快构建执行

联动网状布局。同时，进一步加大失

信联动惩戒。省高院与省信用办联合

会签《工作提示函》，建立政务诚信诉

讼执行协调机制。

为 切 实 解 决 执 行 难 ，我 省 全 面 推

进执源治理。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

执源治理工作的意见》，明确 15 条具体

举措，加强对衍生案件和关联案件有

效管理等，深入推进执行案件减量增

效。2022 年，全省法院新收执行案件

503123 件（不含执行恢复、财产保全案

件），同比上升 23.21%，较 2021 年同期

增幅（44.46%）下降 21.25 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