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经济 2024年 5月 29日 星期三1010
清风吹拂乌蒙山，坡行至密

林深处，一根根竹子挺拔而生，竹

身清瘦，竹节鼓突。云南省昭通

市大关县木杆镇细沙村村民罗坤

恒俯下身，查看一株粗似水管的

筇竹的长势。“管护砍小留大，竹

子才能长得好！”罗坤恒说。

大 关 县 是 典 型 的 山 区 农 业

县，也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日照少、湿度大，独特的气候

孕育了西南地区特有的植物——

筇竹。2018 年，外出务工的罗坤

恒回乡种起几百亩竹林，采笋、卖

竹，年收入达到 10 多万元。

轻抚根根翠竹，见证大关县

发 展 的 西 南 林 业 大 学 教 授 董 文

渊说：“乡村要发展特色产业，需

要 在 保 护 资 源 的 基 础 上 加 强 科

技研发。”

1993 年，董文渊被西南林业

大学（原西南林学院）选派到大关

县任科技副县长。通过调研，他

发现当地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较

差，但依山势而生的天然筇竹笋

已经通过广交会远销海外，售价

还不低。

“曾经，因为掠夺式采笋，天

然的竹子长得又瘦又小，这样下

去竹林资源很快就会枯竭。”董文

渊回忆，当地也缺少针对筇竹生

长的基础性研究。“竹子生长发育

的规律，当时还没研究清楚。”董

文渊说。

随后的几年中，董文渊团队开始在大关县进行竹林生

态修复，并研究攻克了关键技术——人工繁殖筇竹。依托

资源禀赋和技术推广，2017 年，大关县将筇竹产业定位为

“一县一品”特色产业，着力在适合推广的地区发展种植。

“一根筇竹约 50 天长成，一片竹林的生长周期为 70 年

至 100 年，村里人可以采笋、卖竹子，还可以发展林下养

殖。”看着细沙村的筇竹林，董文渊说。目前，大关县种植筇

竹共 100 余万亩，带动全县 72.5%的农村人口持续增收。

种下竹，也要学会管好竹。回乡种竹子，罗坤恒是“门

外汉”。不过，他有学习的课堂，那就是董文渊团队设在细

沙村的筇竹种植基地。2024 年采笋季刚过，开在基地里的

筇竹抚育培训课上，董文渊身边站了一圈面庞黝黑、身背采

笋包的农户。

“竹子生长就像一家人，采小笋留大笋，家里的‘劳动

力’才更壮实，竹林才能越长越好。”董文渊通俗易懂的比

喻，让罗坤恒等农户很快接受了新知识。

“董教授的团队总结了‘四砍四留’口诀，管好竹子简单

喽。”罗坤恒说，学到实用新技术后，自家竹林产的笋更嫩，

长成的竹子又高又结实，去年一根好竹子能卖到 14 元。

听说自己的学生“出师”了，董文渊很欣慰：“把科学技

术‘种’在竹林中，让农户边种边学，才能培养更多‘土专家’

‘田秀才’，实现科技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

筇竹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如何发挥好竹林的经济价

值？大关的答案是延链补链，打造品牌。

一斤鲜竹笋 6 元，一根成竹 10 多元，一件筇竹家具上千

元。在木杆镇银吉村云南羲之竹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筇竹制

作的圈椅造型简约、线条流畅，突出的竹节增添了清新文雅

之气。董事长欧贤芹 2018 年返乡创业，将公司从加工竹产

品的小作坊做成了去年产值达 1670万元的竹材加工企业。

“这里的原材料丰富，依托东西部对口帮扶协作，我们

在产品设计上突出筇竹的美，做成花架、茶桌等传统家具和

竹杖、毛笔等工艺品，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欧贤芹介绍。

从竹笋初加工到竹家具生产，从认证绿色食品品牌到筇

竹工艺品热销，大关县的筇竹产业实现了全链条式发展，也

给村民带来更多增收机会。2023 年，大关县竹产业综合产

值达 20.8亿元，因竹产业发展而受益的群众超过 17万人。

回县城的路上，坡面上的竹林正生机勃勃，孕育着山里

人的希望。以资源优势为依托，及时提质增效；以产业融合

为方向，努力打响品牌；以促农增收为目标，完善联农带农

机制。科技让竹产业“拔节向上”，当地正努力做好“土特

产”文章，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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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一”假期，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吴

忠市同心县黄石村，养殖户锁国礼收到好消

息：自己与同村 12 户村民养殖的 32 头高品质

肉牛，以超出普通肉牛 3 倍的价格被合作企业

顺利回购。

销路畅通，锁国礼将其归功于“全链路服

务”。京东科技携手宁夏民悦、龙江元盛等企

业以及当地金融机构，共同打造订单农业模

式。养殖户借助新技术提升繁殖品质，企业

按协议价回购牛犊，金融机构通过数字化平

台破解农户贷款难题，各环节之间的对接实

现了优化。

过去，在锁国礼看来，养殖也要“靠天吃

饭”，生物资产价值评估难，农户获得金融机

构贷款难。

2023 年，锁国礼给自家养殖的牛戴上数

字化耳标后，状况得到了改观。含有数字信

息的耳标直接关联牛的档案，可以连接到京

东生物资产数字化平台。平台借助摄像头等

物联网设备，采集记录每头牛从入栏到出栏

的全天候数据，为金融机构进行生物资产评

估提供了可信依据。

老把式用上了新农具，锁国礼顺利拿到

了银行提供的 30 万元贷款。宁夏计划进一步

推广该模式，推动肉牛产业发展。

目前，京东生物资产数字化平台已为牛

羊、肉禽、蛋禽、水产等多个品类提供数智化

服务，助力农户养得起、管得好、卖得出、赚得

多。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张

照新认为，该模式实现了生物资产的数字化，

促进生产、管理等环节的数据实现有效共享

与应用。

推动农业数智化升级，需要克服数字化

成本高、数据要素孤岛化、融合应用欠缺等难

题。京东科技农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说，农

业数字化需要降低应用成本，只有技术更加

经济可行，农业数字化才能落地生根，有效带

动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日前，京东科技农业科技部正式推出全

链 路 农 业 数 字 化 解 决 方 案 ：从 农 户 经 营 生

产的卡点、堵点问题出发，以自研的通用数

字 化 平 台 为 底 座 ，引 入 盘 点 、识 别 、监 管 等

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种植、养殖、溯源、流通

等 多 种 场 景 ，盘 活 产 业 数 据 要 素 。 该 模 式

有 利 于 降 低 数 字 化 应 用 成 本 ，助 力 金 融 机

构 风 险 评 估 和 贷 款 决 策 ，达 成“ 产 、供 、销 、

融”一体化。

从试点实践到正式推出，企业农业数字

化解决方案发挥技术优势，推动地方特色产

业发展：在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当

地的琥珀茶油上线一个月，销量即上涨 40%；

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库伦旗，荞麦产业实

现数字化，今年整体销量预计提升 10%……

为更好构建公平、高效的农业生态系统，

京东科技一方面汇聚集团零售、物流、健康等

内部生态，横向打通互联网、技术平台、资源

平台的协同整合与资源共享能力；另一方面

与产业链合作伙伴联动，助力地方构建特色

产业生态体系。在湖北省随州市，企业携手

合作伙伴提供数字化服务，夯实一产标准化、

提升二产附加值、塑造三产品牌力，实现了

“品质农业—消费升级—农民增收”的正循

环，助力当地特色蔬菜迎来好行情。

立足农业数字化解决方案，京东科技日

前又推出“京稷计划”。未来 3 年，企业将打造

100 个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服务 1000 家农业

企业和 1000 万名农户，不断提升农业数智化

水平，助力乡村发展。

京东科技推出全链路农业数字化解决方案

让老把式用上新农具
吴 峰

近年来，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因地制宜利用闲置资源推进光伏建设，助力绿色低碳发展。据阳谷县供电公司巡检人员统计，目前全县分布式光伏并网 13348 户，总容量近 458 兆瓦。图为当地

的屋顶分布式光伏设备。 曹务松摄（人民视觉）

我国在建最北高铁
哈伊高铁正式启动铺轨

本报哈尔滨 5月 28日电 （记者郭晓龙）记者从中国铁

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8 日，在黑龙江省铁力市

的哈尔滨至伊春高铁铁力至伊春段铺轨施工现场，首对

500 米长钢轨铺设在有砟轨道道床上，标志着我国在建最

北端高铁哈伊高铁正式进入铺轨施工阶段，为后续全线贯

通奠定坚实基础。

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

的延长线，是我国在建纬度最高、全线所处地区全年温差最

大、首条穿越多年岛状冻土区的高速铁路。线路起自哈尔

滨市，途经绥化市，终至伊春市，正线全长 318 公里，设计时

速 250 公里。

哈伊高铁由哈尔滨至铁力段、铁力至伊春段组成，目前

铁力至伊春段已启动铺轨施工，哈尔滨至铁力段已进入架

梁和站房施工阶段。哈伊高铁全线建成通车后，将大幅缩

短沿线主要城市群间的时空距离，哈尔滨至伊春旅客列车

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 7 小时左右缩短至 2 小时左右。

下图：5 月 28 日，建设工人在哈伊高铁铁力至伊春段进

行铺轨作业。 新华社记者 张 涛摄

本版责编：林 琳 吕钟正 韩春瑶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等 9 部门联合印发

了《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工程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

有了崭新“施工图”。《方案》从知识产权保护

全链条、全过程、全要素出发，致力于系统解

决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谁来建”和“怎么建”等

问题。《方案》提出了哪些目标任务？我国在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哪

些进展，未来将出台哪些重点举措？记者进

行了采访。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和保护能力现代化建设稳步
推进

2023 年 9 月，上海市知识产权局会同上

海市医保局联合出台《关于加强本市医药采

购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施意见》，建立医药

采购专利侵权争议快速化解程序和企业自主

承诺制度，严格保障司法判决和行政裁决的

执行。

在山东，为探索破解电梯产业知识产权

跨区域保护难题，德州市市场监管局推动成

立跨区域的知识产权联盟“浙江南浔——山

东宁津电梯产业知识产权联盟”，在案件线索

移送、案件协办、信息通报等方面开展实质性

合作。

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是促进创新的

重要保障。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和保护能力现代化建设稳步推进，保护制度、

保护手段和保护模式不断创新，有效提升了

知识产权保护专业化、现代化、智能化水平。

比如，近年来加快布局建设的知识产权

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就是一项重要的制

度创新。它们为创新主体、经营主体提供集

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于一体的知识

产权保护“一站式”综合服务，是建设知识产

权保护体系的重要载体。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司 司 长

郭雯介绍，在这些机构的建设运行中，注重

与地方优势特色产业布局相结合、与地方保

护体系建设相结合、与知识产权审查工作相

结合，加强与自由贸易试验区、全面创新改

革试验区对接，推动快速协同保护工作取得

积极成效。

目前，全国已布局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

保护中心 71 家，快速维权中心 42 家。全国主

要的大城市、经济强市基本上建设了知识产

权保护中心。主要小商品、快消商品产业集

聚区基本建设了快速维权中心。

今年 1 至 4 月，全国知识产权快保护机

构共受理维权案件 3.5 万件，平均办理周期 2
周；受理专利预审请求 8.5 万件，通过预审的

发 明 专 利 授 权 周 期 保 持 在 3 个 月 以 内 。 目

前，在快保护机构备案的企事业单位已经超

过 15 万家。

“《方案》从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标准、执

法司法、授权确权、保护管理、社会共治、知识

产权领域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建设、能力支撑 7
个方面，进一步明确了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

设的主要任务。”郭雯表示，《方案》对于强化

协同配合，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加快构

建大保护工作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假冒伪劣、恶意侵权
等行为，出台一系列措施

2023 年 4 月，“伸缩手电筒”外观设计专利

的专利权人何某向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市场

监管局（知识产权局）提出处理请求，请求责令

宁海某电塑厂立即停止制造、销售涉案侵权产

品。宁海县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根据涉

案专利的专利权评价报告和网络平台成功维

权记录，结合宁海某电塑厂承认涉案侵权产品

的外观设计抄袭何某专利产品的事实，依法采

用简易程序审理，同步文书送达和证据调查环

节，仅用 28 天即完成了案件审理，责令该电塑

厂立即停止制造、销售侵犯外观设计专利的手

电筒，销毁制造侵权产品的模具，不得以任何

其他形式将未售出的侵权产品投放市场。

近年来，假冒伪劣、恶意侵权等行为，不

仅侵害了消费者权益，也影响了广大经营主

体 的 创 新 积 极 性 ，严 重 扰 乱 了 市 场 经 济 秩

序。针对这些问题，《方案》出台一系列措施。

《方案》提出，要开展专项执法行动，严厉

打击侵权假冒违法行为。

今年 4 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

《“ 守 护 知 识 产 权 ”专 项 执 法 行 动 实 施 方 案

（2024—2025 年）》，在全国开展为期两年的专

项行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执法稽查局

副局长佟波介绍，专项行动对打击商标侵权

等侵权假冒违法行为作出重点部署，突出民

生导向，以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电子产品、

家用电器、家居家装等为重点，严厉查处商标

侵权违法行为；严厉打击网络销售、直播带货

中的侵权假冒，以及搭棚摆摊、特卖促销活动

中销售假冒仿冒知名品牌商品等违法行为；

对企业反映较多的恶意抢注商标等违法行为

加大打击力度。

对于恶意侵权、情节严重侵权等行为，知

识产权领域惩罚性赔偿制度备受关注。最高

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丁广宇介

绍：“在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技术类案件中，平

均每件判赔额约 1241 万元，体现了对重点领

域、新兴产业和关键核心技术加强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的力度。”2023 年，全国法院适用惩

罚性赔偿案件 319 件，同比增长 117%；判赔金

额达到 11.6 亿元，同比增长 3.5 倍。

构建知识产权保护社会
共治体系，加强新领域新业态
知识产权保护

在江苏省泰州市，某娱乐公司由于侵犯

音乐作品的放映权，招致中国音像著作权集

体管理协会的起诉。该公司在支付赔偿款项

的同时，提出商量使用许可的意愿。当地的

知识产权纠纷专职调解员找来双方当事人，

并约见了音集协许可业务部门负责人，磋商

赔偿许可并联解决。经过谈判，原告在坚持

赔偿判决金额不变的前提下，对许可费用给

予一定的优惠，双方达成一揽子解决的方案，

完成了许可合同的网上签约。

社会共治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的重

要内容。郭雯介绍，目前，全国知识产权系统

指导管理的调解组织达 2000 家；人民法院调

解平台推送案件调解成功率达 80%；2023 年，

29 个省（区、市）121 家仲裁机构开展了知识产

权仲裁工作，处理仲裁案件 5249 件，标的额超

49 亿元。

尚在探索的新领域、有待发展的新业态，

往往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相关权益的确认

和保护有一定的滞后性。《方案》提出，加强人

工智能、基因技术、网络直播等知识产权保护

规则研究。

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侵权活动呈现线

上线下一体化特点。淘天集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集团进一步完善内容和直播场景的线上

维权，并持续为权利人的不同维权需求提供

便捷的支持。截至 2023 年底，淘天集团知识

产权平台权利人入驻量超 69 万，共计保护各

类知识产权权利超过 85 万项。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营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近年

来，上海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极大提振了外资

企业的投资信心。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

余晨表示：“我们将持续开展知识产权保护社

会满意度调查，深化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评估

工作，提升各类创新主体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获得感和满意度。”

强化协同配合，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加快构建大保护工作格局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有了崭新“施工图”
本报记者 谷业凯

核心阅读

近年来，我国知识产
权保护制度、保护手段和
保护模式不断创新，专业
化、现代化、智能化水平不
断提升。近日印发的《知
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工程
实施方案》，针对假冒伪
劣、恶意侵权等行为出台
一系列措施，为营造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
商环境提供了支撑。

■经济聚焦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