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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

国，最根本的是增强人民体

质、保障人民健康。作为一名社会体育指导

员，新的一年，我要继续传播科学的运动理

念，引领大家安全、有效地锻炼。我期待带

动更多人参与健步走，让更多人爱上运动、

享受健康。

音乐响起，伴随节奏摆臂、踏步，一群人正

大步走来。在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湖公园，王

荷君大清早就带领着大家开始了环湖健步走

活动。

53 岁的王荷君是安徽省马鞍山市微马志

愿 者 跑 步 协 会 会 长 、一 级 社 会 体 育 指 导 员 。

2017 年 ，王 荷 君 开 始 在 马 鞍 山 推 广 健 步 走 运

动，带领众多爱好者规范运动。

“健步走是介于散步和竞走之间的一种有

氧运动，通过大步向前、快速行走，提高肢体的

平衡能力。”王荷君介绍，健步走要求步幅要大，

配速一般在每公里 10 分钟左右。同时还有手

部 动 作 ，甩 臂 一 般 45—60 度 ，直 臂 和 曲 臂 也

有动作要求。为了增强锻炼效果，王荷君学习

借鉴了各地健步走动作，自己进行了重新编排，

再教给前来参加活动的人。

在 王 荷 君 的 宣 传 引 导 下 ，当 地 健 步 走 的

人越来越多。“最开心的就是发现越来越多人

爱上运动、坚持运动，现在很多社区和村子，

都有了健步走的身影。”王荷君说。

多年来，王荷君不仅肩负日常带教工作，还

带动了许多人投身到健身运动的推广中。近 3
年，她培养超过百名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他们

深入社区、乡村，推广健步走运动。

安徽社会体育指导员王荷君

用运动打开一扇生活的窗
本报记者 徐 靖

随着青海湖生态环境日

益向好，“生态饭”的味道，一

天比一天醇厚；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美

好。新的一年，我和同事们将继续一步一

个脚印巡守在青海湖畔，努力让大湖之水

越来越丰盈，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

水清的美丽家园。我们会积极参与青海湖

重点水域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工程，助

力青海湖国家公园建设不断加快。

从志愿者到巡护员，48 岁的青海省海北藏

族自治州海晏县甘子河乡达玉村牧民尖木措，

已经在偌大的青海湖畔奔忙了近 30 年，守护着

草原湿地与野生动物。

早在 1996 年，尖木措就自发义务捡拾青海

湖畔的垃圾，同时协助相关部门对栖息在青海

湖 畔 的 野 生 动 物 开 展 志 愿 救 助 与 保 护 。 到

2008 年，尖木措被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正式聘为协管员，2020 年，他成为青海湖

首批牧民巡护队的一员。

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湖，具有独特的

高原“草—河—湖—鱼—鸟”共生生态链，生态

地位十分突出。包括尖木措在内，青海湖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目前成立了由数十位牧民

组成的 3 支牧民巡护队，让这些熟悉当地的牧

民发挥好青海湖保护的“千里眼”和“旋风腿”作

用。作为其中最早投身生态保护的队员，尖木

措成为大家眼中的“活地图”。

在日常巡护中，尖木措不仅要对珍稀野生

动 物 的 种 群 数 量 等 情 况 开 展 监 测 记 录 ，对 落

单、受伤的珍稀野生动物展开及时救助，还要

宣传引导周边牧民落实退牧还草等生态保护

举措。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地生态环境持续

向 好 。 据 统 计 ，2021 年 青 海 湖 水 体 面 积 达 到

4625.6 平方公里，草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60%，

流域生物多样性和物种丰富度明显提升。

青海自然保护区巡护员尖木措

用责任呵护一片丰盈的湖
本报记者 姜 峰

时间的年轮镌刻着前行的足

迹。春夏秋冬，每分每秒，都有人

在为梦想努力奔跑。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〇二三

年新 年 贺 词 中 指 出 ，“ 今 天 的 中

国，是梦想接连实现的中国”“今

天的中国，是充满生机活力的中

国”“今天的中国，是赓续民族精

神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是紧密

联系世界的中国”。

东 南 西 北 ，每 个 角 落 ，千 千

万万个同你我一样的奋斗者，与

时代共同奔跑，让明天的中国更

美好。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鼓励

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

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无数

个体拼搏进取的足迹汇聚成国家

前行的铿锵步履，无数张梦想成

真的笑颜绘出灿烂的时代表情。

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让我们一

起走近 5 位普通中国人，体味奋

斗人生，倾听新年愿望，感受充满

光荣和梦想的新征程。

——编 者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

自立自强”，都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密切相

关。新年开启，作为一名知识产权法官，我

将怀抱梦想，脚踏实地，办好手中的每一起

案件，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中国从

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迈进尽微薄

之力。

这是一场头脑风暴式的庭审——院士、教

授、经济学专家纷纷登场；“源漏区”“种晶层”

“摩尔定律”等专业词汇频频出现。庭审从早上

9 点一直持续到了晚上 7 点，审判长周丽婷始终

牢牢掌握着庭审节奏。作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审判第二庭审判员，她在庭审前做了大量准备

工作。“对一名知识产权法官来说，既要精通法

律也要熟悉技术。”周丽婷说。

这是一件涉及芯片结构的专利侵权纠纷，

专利权人是国内某研究所，起诉国外某 IT 公司

的平板电脑芯片中使用了其专利技术。最终，

案件双方达成了和解。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聚焦

于科技领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重要作用越

来越凸显。”周丽婷坦言，“在知识产权领域，我

们的企业要想保护好、运作好自己的专利，还有

一段路要走。”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关系高质量发展、关系人民生活

幸福。”周丽婷说，她坚信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将会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北京知识产权法官周丽婷

用法律搭起一架创新的桥
本报记者 王昊男

新的一年，我将继续以

“打击违法犯罪，服务人民群

众”为己任，维护群众财产安全。我会进一

步加强学习，及时掌握电信网络诈骗灰色产

业链的趋势变化，用实际行动，做平安中国、

法治中国的建设者、推动者、践行者、捍卫

者，切实履行好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

民安宁的重大责任，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

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套路不断翻新，威胁

着人民群众财产安全。2021 年，湖北省孝感市

成立了全省首个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侦查支

队，负责电诈案件的研判、侦查、打击和反电诈

宣传教育等。“电信网络诈骗属于非接触性犯

罪，需要整合刑侦、网安等多警种的力量，并借

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新手段进行精准打

击和防治。”新侦支队支队长喻泽华说。

45 岁的喻泽华曾在技侦、网安部门工作 20
年，熟悉新型涉网犯罪的手法、规律和特点。来

到新侦支队后，他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带领队

员运用情报引领、数据支撑的方式，对电信网络

诈骗等新型犯罪开展全链条、连环式打击，先后

打掉电信网络诈骗团伙 259 个。从犯罪嫌疑人

的一部手机入手，喻泽华

带领几名民警抽丝剥茧，发

现 了 一 条 重 大 跨 境 犯 罪 线

索。凭借线索，公安机关在全

国各地发起收网抓捕行动，完整

打掉跨境犯罪集团在境内的 4 条

产业链。

喻泽华认为，应对电诈等新型涉

网犯罪，需要提高全民反诈意识。近

年来，他们创新开展线上线下科普宣传，

利用漫画、海报等多种形式，在校园、社区、

企业开展反诈宣教活动；拍摄原创反诈短视

频，在网络平台上分析电诈典型手法等，形成

警示效应。2022 年，孝感市电诈发案数同比下

降 44%，电诈破案量同比提升 104%，累计止付

资金 15.2 亿元，切实守护了百姓的“钱袋子”。

湖北反诈民警喻泽华

用行动捍卫一盏平安的灯
本报记者 范昊天

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就

是要适应我国发展新的历史

方位。“数字”的触角已延伸至神州大地的

每个角落，作为数字时代的技术员，新一年

我将脚踏实地钻研技术、提升技能，带领工

作室将工作重心从单项目的负责实施转为

多项目的统筹管理，让更多普通项目管理

人员也能灵活运用 BIM 技术。

戴着眼镜，面容斯文，杨昆坐在电脑屏幕前

轻敲键盘——这样的形象似乎很难与建筑工人

联系在一起。

30 岁 的 杨 昆 是 福 建 某 建 筑 公 司 工 程 师 、

BIM 工作室负责人。何为 BIM？“BIM 是建筑信

息模型的简称。通俗地说就是楼没建起来之

前，在电脑里把所有过程精细化模拟一遍。”杨

昆介绍，以前建筑施工靠的是二维图纸，不够立

体直观，施工时容易出错返工。“有了 BIM 技术，

三维的建筑模型能够 360 度旋转和放大、缩小、

切面。点开 BIM 电子图纸，建筑里原本错综复

杂的水管、风管等分布与走向都清晰明了。”

2018 年，杨昆负责福建莆田市会展中心项

目的 BIM 工作，协同完成项目的结构等设计优

化。“项目中最重要的两个大厅希望实现开阔空

间的格局要求。”杨昆介绍，对此他反复尝试，最

终利用 BIM 技术，不仅实现了设计意图，更节

约了百万余元施工费用。

2021 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22 年获

12 项国家级 BIM 奖项……面对荣誉，杨昆并没

有停下脚步。如今，他还以公司技术骨干为核

心打造了“杨昆 BIM+智慧建造创新工作室”，

培养更多后备人才。

福建建筑信息模型工程师杨昆

用数字构建一座未来的城
本报记者 钟自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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