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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台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锦
鸣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4 年 4 月
26日在台州逝世，享年75岁。

张锦鸣同志是浙江省台州市人，
1966 年 10 月参加工作，1971 年 2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疆建设兵团农
三师二支队一连排长、水利工程团子女
学校教员，新疆喀什地区水工团政治处
组织干事、团委副书记，浙江省黄岩县

化学工业公司文书、团委书记，县手工
业联社干部、办公室主任、党委委员、副
书记、纪检组长，黄岩市（县）劳动人事
局局长，黄岩市委办主任，台州地区劳
动人事局副局长，天台县委副书记、副
县长，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县长，台州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府办主任，市政府
秘书长，市政协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

（兼），市慈善总会会长等职。

张锦鸣同志逝世

初见陈建军，你很难想到，这个头
戴白色安全帽、身着橘黄色工作服、在
离地面 50 多米高的设备维修室内检查
桥吊的维修工人，会是一位主导了 78
项设备改造与技术创新、获得 6 项国家
实用新型专利的“大发明家”。

作为一名维修工人，陈建军总说自
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身为舟山
甬舟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机械维修班
大班长，他总是能率先想到解决问题的
办法。从业 24 年来，他用得最得心应
手的办法，是创新。

入行之初，陈建军被分配为龙门吊
加注润滑油。熟悉工艺流程后，陈建军

发现了问题：“不同部件所需的润滑油
量各不相同，费时费力，是不是可以优
化工艺？”想着在工作中多挤出点空余
时间，陈建军一连几个月都在琢磨细
节。终于，他发现按照某一特定的顺序
操作，最为省力高效，可以在两小时内
完成原本一整天的工作量。

“这个‘小改进’，改变了我对工作
的认识。”回想起当年创新的工作方法，
陈建军说，工艺改进后不仅让他有更多
时间跟着老师傅学习机械维修的专业
知识，更让他开始走上专利创新研发
之路。

国家级实用新型专利 YLZ 型夹轮
器油缸省力拆装平台，是陈建军的得意
之作。这个帮助工人拆卸设备的工具，
源自工友们的抱怨——很多精密设备

拆卸起来特别费劲，有时需要好几个人
一起帮忙。多年的经验，让陈建军很快
有了想法：“人力不行，就用机械的力
量。”沿着这个思路，陈建军请教专家、
设计模型，最终运用减速箱原理，再用
上扭力倍增器等设备，做出了第一代
机型。

有了装备，接下来就是在使用中加
以改进和提升。有工友觉得携带不便，
陈建军就想办法优化不必要的机械结
构，缩小体积；有人反馈设备的摩擦力
不足用不上力，陈建军重新设计了一
种弧形锯齿状夹头，让设备能够更好
固定⋯⋯整整 15 个月的不断迭代，陈
建军终于完成了这个能将人力放大 25
倍的发明，给维修工人提供了一件省力
的“神器”。

类似的新型实用专利，陈建军还
研究出了不少，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
特质：用来解决工友们日常工作中遇
到的种种困难。如今，陈建军带上了
团队，以他为核心的“青蓝”创新工作
室同样把日常生产中遇到的难点、痛
点、堵点作为立项的重点，开展“揭榜
攻关”活动。在一次次头脑风暴中，23
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5 项软件著作版
权应运而生，直接经济效益达千万元
以上。

陈建军告诉记者：“现在我正在研
究一种强磁万能套筒扳手，想要解决高
空维修作业时难以拆装螺丝的问题与
高空落物隐患。”

24年如一日，这位从码头上走出的
“发明家”仍前行在路上。

舟山甬舟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机械维修班大班长陈建军——

码头上有个发明家
见习记者 吕凌棘 本报记者 陆 乐 共享联盟·嵊泗 斯楚楚

劳动最光荣

本报讯 （记者 郁馨怡 通讯员 张屹 朱侠光）“南湖服
务区移动充电机器人已全部调试成功，可以正常充电。”近
日，在嘉兴市南湖高速公路服务区，随着国网嘉兴供电公司
的施工人员检查完毕新投运的移动充电机器人，嘉兴市高速
公路10对服务区均完成移动充电机器人配备，实现高速服务
区固定充电加移动充电全覆盖。

截至 2023 年底，嘉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 14 万辆。
据统计，嘉兴高速公路服务区日均入区（服务区）流量 6.3 万
辆次，其中，入区的新能源汽车占比约为 7%，达到日均 4656
辆次，服务区充电服务需求巨大。

去年 5 月，嘉兴率先在位于 G60 沪昆高速王店段的嘉兴
服务区引入 6 台移动充电机器人，为新能源车主出行提供充
电服务。这些移动充电机器人具有不受车位限制、可召唤、
充电快等优势，把“车找桩”变成“桩找车”，能最大限度地缓
解新能源车主续航补能的焦虑。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新能源车主陈先生在嘉兴服务区停好车，点点手机小
程序预约充电，不到一分钟，一辆萌萌的移动充电机器人就载着工作人员来到他车
前。插上充电插头后，陈先生就放心地去服务区休息了。小程序显示，车辆充电
30分钟就能完成。半小时后，陈先生回到车里继续出发。“新能源汽车在远程出行
时，多少都会有里程焦虑，假期还会担心充电桩排队。现在有了移动充电机器人，
真是方便。”陈先生说。

据了解，目前，嘉兴1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中，每对至少配备了两台移动充电机
器人，嘉兴服务区 8 台，其他服务区各配备 2 台，共计 26 台。嘉兴全市的高速公路
服务区累计设置固定充电桩 237 个，占小车车位的 8%，并计划在今年底达到 15%
的比例。此外，如新塍服务区等固定充电桩较少的服务区，除了新增移动充电机器
人，还新布设了移动充电桩。

“移动充电机器人不仅能方便新能源车主充电，也有效缓解了服务区的拥堵。”
嘉兴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公路养护科副科长盛雄说，移动充电机器人的设置也
提升了服务区软硬件设施，乘客可以在轻松逛吃、休息等体验中，完成车辆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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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叶梦婷 徐贤飞
通讯员 杨婷燊）“最近拍的防臭竹纤
袜推广视频，对直播销量带动有多少？”
日前，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 90 后干部
傅浩宇走进让一村杰祥针织厂，站在厂
长何胜豪的电脑前，问起直播运营思
路。老干部汪宏则坐在一旁，跟车间主
任聊着订单情况。现在，杰祥针织厂每
天直播销量超过2万单，一季度整体电
商销售超200万元，订单已经排到两个
月后。

让一村区域是金东区远近闻名的
针织产业村，区域内共有经营主体 230
余家，多以袜子批发为主，曾因渠道单
一销售受阻。傅浩宇刚入职不久，到让
一村走访时，看到仓库堆满库存，就想
通过电商解决销售困境，但苦恼于和企
业不熟悉。这时，他想到镇里的“老黄
牛”汪宏，其在基层多年，对村企情况都

很了解。当傅浩宇把想法告诉汪宏时，
两人一拍即合。

在乡镇基层，如何让像汪宏和傅浩
宇这样的干部更好地互补，激发更多化
学反应？金东区针对新形势下的联村
需求，聚焦“三支队伍”建设，让干部一
起走村入户组团包联，锻造高素质干部
队伍。

组团以后，善做思想工作的“老黄
牛”和善用互联网的90后、老农技专员
和城里长大的年轻干部纷纷组队，他们
互相学习，让工作推进更顺利。如今，
让一村已经有了6个电商品牌，村内企
业一季度产值达到 2000 万元，同比增
长24%。

截至目前，金东区近三年的新入职
干部，已经组建全科服务团 140 个，下
沉 12 个乡镇（街道），通过走村入户一
件事服务解决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

金东干部互补组团帮扶乡村

袜子村有了6个电商品牌
5 月 7 日，杭州市云居山积义亭前，一大片自由生长的油麻藤，像绿丝绒幕布一

般遮盖住了山体，身处其间，仿佛置身“绿野仙踪”。 本报记者 徐彦 摄

绿野仙踪

知识产权，听起来很“高大上”，实
际上与我们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看一部电影、喝一杯奶茶、网购一
套品牌衣服、下载一个软件⋯⋯这些，
都与知识产权息息相关。

浙江的公检法部门近日相继发布
了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有盗版影视
作品，也有假冒化妆品，还有侵犯商业
机密⋯⋯可以说，知识产权的保护形势
愈加严峻。

知识产权案件有哪些新趋势？保
护知识产权有什么新变化？我们来好
好聊聊。

严打侵犯商业秘密

随着我国对知识产权的日益重视，
相关保护法规也在逐步完善。但是仍
有部分企业和个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薄弱，无意或者心存侥幸侵犯他人知识
产权。

未经许可使用他人商标、制作销售
外观相近的“山寨”产品、复制传播录音
录像制品⋯⋯品牌保护、著作权保护等
传统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是公检法典
型案例中的“主流案件”。

省检察院发布的 6 起典型案例中，
就有 4 例与假冒注册商标相关。省公
安厅和省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大
部分也与假冒知名品牌、销售假冒注
册商标商品有关。其中包括广受关注
的西湖龙井茶，去年杭州市公安局就
联合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部门，侦破
西湖龙井系列案件，涉案金额达 1.2 亿
余元。

近几年，伴随着新兴技术发展，知
识产权犯罪也出现了一些新趋势。比
如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就成为公检
法打击整治的重点。尤其在浙江大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当下，知识产权保护
更是其中一个关键要素。

去年，全省检察机关在新能源、
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先进制造等科
技创新密集型重点领域，批准逮捕 9
人，提起公诉 21 人。如钱塘区检察
院在办理一起高新技术企业被侵犯
商业秘密案中，在保障企业创新权益
的 同 时 ，帮 助 企 业 挽 回 损 失 3000
万元。

采访中，省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
王霞芳告诉记者，当前商业秘密案件虽
然总量小，但增长趋势明显。也就是
说，权利人对商业秘密维权意识也在不
断提高。这对于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来
说，有着重要意义。

数字化技术当帮手

相比全国其他地区，浙江的知识产
权保护压力更大。背后的原因，与浙江
高速发展的数字经济息息相关。互联
网行业升温，涉网络知识产权侵权违法
行为也明显增加。

《2023 年度浙江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分析报告》显示，2023 年全省法院新
收涉网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多达
18820件。

一名业内人士表示，随着直播电商
等新业态普及，互联网领域知识产权违
法犯罪呈现隐蔽性高、技术专业性强、
共同犯罪产业链化明显的趋势。

具体来说，有的犯罪分子具有多
年计算机从业经历，通过网络爬虫、
视频解析、转码、非法获取深度链接
等新型技术手段实施犯罪。这样一
来，证据的收集、固定和审查难度大
大增加。

此外，涉及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

技术等新领域新业态的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规则也亟待探索和完善，对司法服
务的要求越来越高。

现在一线办案人员，要面对不断翻
新的犯罪手段、犯罪工具带来的种种
难题。

浙江也在破题。运用数字化技术，
已成为不少办案人员解决难题的新方
式。比如常见的商品花样版权纠纷，仅
靠主观判断是否侵权非常难。

为此，省高院指导柯桥区法院研发
“版权 AI 智审”数字化应用，借助“以图
搜图”技术和海量数据底池，实现“图片
查重”“创新参考”“侵权比对”。花样是
否原创？有没有二度创作？上传花样
图片，点击数据库搜索，系统就能立即
进行版权溯源，还可对花样的创新度、
相似度等出具详尽、量化的比对分析
报告。

说起“恶意诉讼”，记者还发现了一
个值得警惕的新现象：“恶意诉讼”“碰
瓷式维权”的行为在增加。

去年，绍兴检察院依靠数字监督
模型，对近三年法院系统 1000 多份裁
判文书进行大数据分析，办理了一个
专门虚构影视作品著作权权属，以专
业虚假诉讼、借“维权”敛财的犯罪团
伙案件。

调诉结合保护企业权益

实践中，一些企业负责人表示，即
使权利人成功维权，获得的赔偿往往难
以弥补其因侵权行为遭受的全部损失。

赔偿低、成本高、周期长，是不少企
业在知识产权保护案件中遇到的难题，
也间接反映了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
问题。

记者注意到，公检法发布的几十个

典型案例，不仅展现了知识产权保护的
新趋势，也蕴含着司法保护在机制层面
的新探索。

其中一起案例，是关于一对夫妻以
“白菜价”出售假冒化妆品的案件。浙
江企业“欧诗漫”主营珍珠美肤产品。
2022 年，该公司报案称有网店销售假
冒商品。然而警方调查后发现该网店
资金流水只有 3000 多元，未达刑事立
案标准。

考虑到背后的制假售假产业链，检
察机关围绕涉案人员的聊天记录、销售
账目等提出精准取证意见。2023 年 8
月，对该案中的刘某、姜某等 5 人以涉
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提起
公诉。

为了弥补企业损失，检察机关又
支持该公司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并释法说理，促使刘某等人认罪认罚，
自愿赔偿公司损失 24 万元，并当庭
道歉。

“调诉结合，通过诉前调解帮助权
利人及时高效获得民事救济。这也是
浙江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的一大特色。”
王霞芳说，2022 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
通过诉前调解帮助 149 家企业获赔，赔
偿金额共计 1.4 亿余元。检察机关还建
立“一案四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民
事支持起诉等工作机制，开展知识产权
公益诉讼，多措并举强化知识产权综合
保护。

浙江是知识产权大省，近几年各部
门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不断加
大。不论是 2022 年省市场监管局推动
上市公司设立首席知识产权官，还是公
安机关组建 200 人的“知产警官”队伍，
都在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
保护、管理和服务水平，更好地推动
创新。

从我省发布的典型案例里看门道——

知识产权保护，这些新趋势值得关注
本报记者 王逸群 通讯员 张以成

嘉兴新塍服务区的移动充电机器人。 拍友 朱侠光 摄

本报讯 （记者 陈醉 通讯员 蒋攀
朱晓雯） 近日，一支由应急、消防、环
保、综合执法等部门执法人员组成的

“指导团”，按照跟企业约定好的时间，
组团走进宁波赞扬文具有限公司，为企
业 现 场 排 查、整 改 安 全 生 产 风 险 隐
患点。

“是检查，更是指导，帮我们企业找
漏洞，太需要了！”该企业安全员王雪兰
说，“指导团”听取了企业在用工、生产、
发展等方面存在的困难与诉求，提前预
约时间，再进行联合检查，“一次来查多
项事。”

“预约制”是宁海推进“大综合一体
化”行政执法改革走深走实的缩影，其
背后是当地全力构建的“执法+指导+

监督”新生态，旨在提升执法为企效能。
从今年起，宁海积极统筹行政检

查计划，实行预约上门、联合上门工作
机制。“预约是‘综合执法队约企业’和

‘企业约综合执法队’双向预约功能。

综合执法队预约企业指的是通过公示
检查计划，征求企业意见，明确检查形
式、检查时间，避开企业生产高峰；而
企业约综合执法队，则是根据企业自
查发现的隐患点和薄弱环节，申报预
约，请执法部门开展上门指导。”宁海
县综合行政执法指导办公室工作人员
介绍。

同时，宁海引进行业协会、人大代
表、法律专家、司法人员等力量，协同立
体“执法监督+”体系，从事前、事中、事
后全链条闭环式监督，助推执法指导规
范化。目前，宁海县 18 个乡镇（街道）
已成立执法监督联络站，依托人大代
表、法律专家、司法人员力量，采用伴随
式 执 法 监 督 模 式 ，对 监 管 行 为 开 展
监督。

宁海以预约和监督方式统一到涉
企检查上，实现提升执法质效和优化营
商环境的双向奔赴。截至目前，企业预
约指导65次，消除处罚风险点85个。

宁海以“预约+监督”方式提升执法为企效能

企业下单 服务上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