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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视角办实事 深度体验促改革

北京市税务系统启动“一把手走流程”
顺义区税务局：

纳税服务“好差评”您说了算

北京商报2021.3.26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

京时关于“要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以北京

市民最关心的问题为导向，增强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的讲话精神，落实中央“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

税务局紧盯办税“最后一公里”，启动“一把

手走流程”工作，有力推动流程再造和服务

升级。

倾听群众呼声探索提升路径

“一把手走流程”着眼于纳税人缴费人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以办税人

“懂不懂”、流程“通不通”、体验“好不好”为

标尺，由市局局领导以及业务处室、派出机

构、基层税务机关主要负责人进行线上、线

下全程体验，找痛点、攻难点、疏堵点，集中

力量推动问题限期整改，让群众办事畅通

无阻。北京市税务局通过出台实施意见，将

“以体验促改革”转化为长效工作机制，实

现政务管理从“群众找我办事”到“主动为

群众办事”的思路转变。

根据税务政务服务“好差评”、12366热

线、纳税人需求调查等渠道反映的纳税人

缴费人的意见建议，北京市税务系统通过

统计梳理重点、高频事项，确定了48个群

众最为关心、涉及面广、影响力大的事项

清单，作为第一批“一把手走流程”的体验

重点。

心至群众体验优化服务细节

北京市税务局领导班子带头深入开展

“一把手走流程”工作，沉下心、俯下身、真体

验，身至基层，心至群众，从细节入手让办

税更便捷，体验更舒心。

在办税服务厅，市局党委书记、局长张

有乾同志在以市场主体身份走流程过程

中，提出针对北京企业外籍员工较多的情

况，要加强对外籍人士的服务配套措施和

专业团队保障。目前已在部分区局试点组

建外语人才团队，设置外籍人士服务专岗，

编制外籍自然人办税指南等服务举措。下

一步将结合北京冬奥会，设计好外籍人士

办理冬奥会相关退税业务流程，持续提升

服务质效。

在自助办税区域，张有乾局长提出要

加快实现退税全流程电子化，进一步提升

纳税人的办税体验。

聚焦网上办税办好惠民实事

北京市税务局以“非接触式”办税为支

点，积极拓展网上办税功能，目前电子税务

局已实现313个办税功能，做到“应上尽

上”，涉税事项网上受理率在97%以上，网上

申报率保持在99.6%左右，大幅度提升了纳

税人（缴费人）办事的灵活性和便利度。

在体验电子税务局办税过程中，体验

领导认真细致地向现场办税人员了解操作

体验。纳税人反映电子税务局流程设计较

好，办理进度反馈及时，但在操作过程中缺

乏及时的在线指导和咨询解答，遇到问题

纳税人只能拨打热线咨询。围绕这一问题，

有关部门迅速研究解决方案，计划在4月份

推出电子税务局“在线导办”功能，纳税人

在网上办税过程中，可随时通过对话框得

到在线解答和指引，解决业务办理过程中

遇到的政策问题、系统操作、技术操作等问

题，届时网上办税体验将再上新台阶。

下一步北京市税务系统将持续开展好

“一把手走流程”活动，站在服务企业、方便

群众的角度研究制定改进和优化措施，不

断前置服务关口，找准痛点、对症下药，让

群众办事畅通无阻。实现从“接诉即办”到

“未诉先办”，从“被动地接”到“主动地改”，

让“问题清单”变成“满意清单”，走出成效、

走出亮点、走出满意，为打造国际一流营商

环境贡献税务力量。

“您好，业务已经办理完毕，欢

迎您对我的工作进行评价。”曾经

“好差评”是网购的“专利”，现如今，

顺义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大厅也引进

“好差评”评价系统，全力打造有温

度有速度的办税服务，畅通交流渠

道，倾听纳税人缴费人服务体验心

声和呼声，推动服务质效不断优化

提升。

前来办理业务的李会计说：“我

经常到办税服务厅来办事，工作人员

非常热情细心，有什么不懂的他们都

会耐心解释，尤其是‘好差评’制度推

出以后，各项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

我们办税人特别满意。”

顺义区税务局纳税服务部门负

责人介绍道：“‘好差评’制度推出以

后，我们能及时了解纳税人缴费人需

求，对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切

实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解难题。同

时，可以形成强有力的监督机制，通

过奖优罚劣，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积极

性、主动性，不断提升纳税人缴费人

满意度、获得感。”

多类别被注册

在《局气入局 聚宝源何去何从》一文

中，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牛街聚宝源虽

然运营聚宝源品牌由来已久，但却并没有

“聚宝源”的商标所有权。根据商标申请人

以及此前聚宝源店员、相关知情人士向记

者透露的情况，“聚宝源”商标所有权归西

城区国资委。

根据中国商标网显示，“聚宝源”第43

类商标最早是由北京牛街清真超市有限公

司在2006年进行注册，2010年3月14日注

册成功。与此同时，该公司还在2006年9月

同时注册了“聚宝源”第16类文化用品和第

30类调味茶糖。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聚宝源”商标并

非仅有上述一家公司注册成功。根据中国

商标网显示，目前关于“聚宝源”商标信息

有42条，涉及多家企业或者个人，该商标已

注册成功的有35个，其中包含第43类餐饮

住宿、第35类广告销售、第29类食品罐头、

第30类小食配料、第21类厨房洁具等多个

商标类别。另外，目前仍有3个“聚宝源”还

处待审核状态，其中一个还是一家餐饮企

业申请的第43类商标。从目前来看，无论是

已经申请成功还是待审核状态的“聚宝源”

商标，混合了多个领域和业态，其中涉及到

餐饮和饮食业态的较多。

从法律的角度而言，商标注册成功，

申请人可以在所申请的类别范围内进行

合法使用。然而，同一个商标名称却存在

着涉及多个商标类别的商标，并且所属权

并非同一人，这也意味着，该商标在使用

过程中存在着潜在的风险，很容易出现商

标纠纷事件。

老字号商标遭抢注早有先例

抢注商标一直是餐饮行业中的一种

“竞争手段”，餐饮品牌商标被抢注引发的

纠纷事件数不胜数，曾经因“皇茶”商标被

抢注后被迫更名的喜茶、因商标被抢注山

寨门店横行的鲍师傅等品牌都是先例。此

前，这类情况在新兴餐饮品牌中较为常见，

但近几年，老字号、老品牌商标被抢注的事

件频频发生，老字号餐饮企业也不得不开

始重视商标保护的重要性。

近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结了一起

涉“西四包子铺”字号权的案件，在西四北

大街开设“西四包子铺”的海缘阁公司二审

被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应赔偿承继老字

号品牌的华天二友居10000元。此前，北京

商报就曾报道过有关老字号华天二友居的

前身“西四包子铺”的商标纠纷事件，北京

华天也从2019年开始进行维权，直至近日

华天二友居才在此事件的处理上取得阶段

性进展。但由于此前“西四包子铺”引发了

大量的关注，一些投机商户以此字号大肆

开放加盟店，目前市面上的“西四包子铺”

仍然数不胜数，华天二友居的维权路道阻

且长。

除了北京华天外，以炸糕闻名的老牌

餐饮京天红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北京商

报记者也在持续追踪京天红商标被抢注事

件，该事件从2019年发酵，直至2020年12

月才有一审结果，京天红（北京）餐饮有限

公司与被告虎的味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被告刘金雨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

京天红在一审中胜诉，但同时被告方仍计

划上诉。

京天红是最先拿下了开餐厅所需的第

43类商标，但却忽视了商标多类别的保护

性注册，让其他企业或个人有机可乘，拿到

了该商标其他多个不同类别的商标，最终

发酵成为商标纠纷事件，假冒门店层出不

穷，给京天红这一品牌造成了相应的负面

影响。

如今的聚宝源与京天红的案例十

分相似，虽然目前北京牛街清真超市有

限公司拥有“聚宝源”第43类商标，但

同时“聚宝源”这一商标其他类别也有

被其他主体注册的情况，这也反映出

老字号品牌在商标保护性注册方面的

不足。

老字号须加强品牌保护意识

和君咨询合伙人、连锁经营负责人文

志宏认为，老字号商标产生纠纷目前来看

主要原因在于商标意识淡薄和部分历史因

素。过去的老字号商标的意识比较淡薄，会

出现被其他企业或者个人提前抢注的情

况，从而产生纠纷。还有一种情况是因为历

史原因，比如原来的公私合营模式，或者几

个地方有同一个品牌名字出现，由此会容

易产生一些混淆或者纠纷。如果老字号商

标在别的类别被其他企业或者个人注册，

会容易产生一些混淆。不过，按照商标法的

规定，所注册的商标仅能在其注册的类别

进行使用，除非属于中国驰名商标保护，其

范围会更大一些。

文志宏建议，在老字号品牌保护方

面，商标注册是基础，并且应该不仅是局

限于其目前主要从事的行业类别，应该考

虑到未来可能发展的行业或者类别，进行

防御性商标注册是非常有必要的。另外，

符合条件的老字号应该考虑申请中国驰

名商标的保护，从而更大范围地去保护老

字号品牌。

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

举看来，从目前“聚宝源”的商标注册来看，

已有部分企业或个人注册成功同名称同类

别的商标，并且还有企业正在进行申请注

册，这需要引起品牌的注意。实际上，老字

号品牌知识产权维护难度大、维护力度不

够等问题，对于老字号品牌的发展十分不

利。对此，他建议企业在注册商标时要对

于未来可能会延伸的业态有一定前瞻性。

同时，还要注意日常商标监测，及时提出

异议。

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顾新华律师建

议，老字号注册商标需要保护性注册，否则

其他人可能会在其他类别注册，不利于老

字号的保护。他同时表示，目前国家对于老

字号发展和保护的力度在不断加大，根据

《关于推动北京老字号传承发展的意见》，

已规定新设企业不得使用老字号名称，这

对于老字号品牌保护而言是利好消息，但

商标持有者及品牌运营方也需提高自身品

牌保护意识，防患于未然。

北京商报不等式调查组

继聚宝源出现更名风波后，近日，北京商报不

等式调查组就聚宝源商标归属权问题进行调查时

发现，“聚宝源” 第43类商标所有权正式归之前调

查的北京牛街清真超市有限公司。然而，除了上述

公司外，有关“聚宝源”的商标还被40多家企业或

个人注册，其中已有30多家注册成功“聚宝源”商

标名称，包含第29类食品罐头、第30类小食配料、

第35类广告销售等多类别商标。实际上，这些商标

的存在很容易掣肘老字号发展，产生商标纠纷。近

年来关于老字号商标抢注、纠纷的案例屡见不鲜，

目前也出台了相关政策， 规定新设企业不得使用

老字号名称。在业内人士看来，对于老字号商标所

有者，不能仅靠老字号品牌这张“护身符”，老字号

注册商标需要保护性注册， 需要跨类别保护或者

需要对未注册商标的老字号进行保护， 以防出现

商标纠纷，不利于老字号的保护和发展。

申请注册“聚宝源”
第43类相关商标的主体

2020年
11月27日

■ 聚宝源
■ 北京万荣和
丰园餐饮服务
有限公司

■ 聚宝源涮肉轩
■ 北京老南城聚
宝源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

2019年
12月6日

2019年
12月6日

■ 聚宝源涮肉馆
■ 北京老南城聚
宝源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

2019年
12月6日

■ 聚宝源涮肉府
■ 北京老南城聚
宝源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

2018年
2月2日

■ 聚宝源 铜锅涮
■ 陕西聚宝源餐
饮有限公司

2006年
9月22日

■ 聚宝源
■ 北京牛街
清真超市有限
公司

2016年
7月1日

■ 聚宝源
■ 内蒙古百
川农牧业有限
公司

■ 商标名称
■ 申请人名称

谁来给老字号商标保护打补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