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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体彩公益金资助的运动场打网球。

朋友圈里“晒运动”成为时尚，或游

泳、或跑步、或相约好友来场大汗淋漓的

比赛，收获健康和欢乐，体育健身与人们

的生活紧密相连。

8 月 26 日，由江西省体育局、江西日

报社主办，江西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

西日报传媒集团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承办的“全民健身‘赣’得精彩”——江

西体育彩票公益金报道赣鄱行活动圆满

结束。连日来，记者走访九江、新余、萍

乡等地，与报道团共同见证江西体彩公

益金为全民健身、健康江西贡献力量。

近七成公益金用于全民健身

体育彩票公益金是体育事业支柱型

的资金来源。通过持续不断的体育彩票

公益金的投入，我省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取

得了明显成效。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体育

公园、健身广场、户外营地、健身步道等，为

群众提供了免费、方便、实用的健身场所。

今 年 6 月 ，江 西 省 体 育 局 公 布 了

2021 年度全省体育彩票公益金的筹集、

分配及使用情况。2021 年省级体彩公益

金共安排支出 3.57 亿元，用于群众体育

工作的达 2.41 亿元，占省本级体彩公益

金近七成。

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下，我省大力

实施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行动，解

决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问题。支持建设

11 个城市社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示范工

程、88 个农村社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示

范工程、65 个乡镇多功能运动场、10 个基层群众体育健身

场所和 12 个省级示范健身步道奖励补助；举办环鄱阳湖自

行车精英赛、全省新年登高健身大会、“云健身，过大年”系

列线上赛事活动、天使健身大联赛、金融系统健身联赛等，

赛事影响力不断扩大。

市民畅享家门口的“健身房”

“从没想过体育场馆离家这么近。”在九江市体育中心

体育馆，前来打球的市民陈飞不由感叹。他高兴地说：“通

过锻炼，感觉身体正在减负，运动成了我舒缓压力的好方

式。”九江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副馆内设有篮球、乒乓球、羽毛

球、举重、健身训练等多个功能区，满足了市民开展全民健

身活动的需求。

来室内体育场馆锻炼的群众络绎不绝，去户外体育公

园运动的市民同样热情高涨。

已退休 3 年的萍乡市民陈美洁几乎每天都会穿着运动

装，迈着轻盈的步伐，到萍乡横龙智慧体育公园徒步健身。

公园内山丘高低起伏、错落有致，樟树、松树、杉树枝繁叶

茂，到处郁郁葱葱。在这里，每个人都享受着健身之乐、运

动之美。

记者采访了解到，萍乡在老旧小区改造规划中，体育公

园、体育场馆建设改造是一个重点，横龙智慧体育公园升级

改造就是其中的缩影。在体育彩票公益金的支持下，横龙

智慧体育公园增加了体育设施，聚集了人气，焕发了活力，

越来越多的市民感受到运动带来的健康和乐趣。

智慧升级满足多样化健身需求

热爱健身的朋友发现，一些公园里的太空漫步机和仰

卧起坐架换成了能扫码、能调节阻力的智能健身器材。近

年来，随着数字化在体育器材装备方面的普及，健身器材也

开始向智能化发展。

在体彩公益金的助力下，九江八里湖体育公园因齐全的

智能运动器材，成为市民健身的好去处。“用手机扫描二维

码，运动后就可看到运动次数、卡路里消耗量等数据，健身

效果一目了然。”傍晚来公园“打卡”的王先生满脸大汗地说。

在新余市，一种全新的公益健身模式正悄然兴起。“市民

每月只需交30元办卡费，就可收到和健身房里一样的锻炼效

果。”新余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该市正积极

打造社区智慧健身中心，政府出资、社区出场地（免费提供架

空层等闲置空间）、第三方运营，联合打造24小时智慧健身房。

“现在健身太方便了，下楼就是，还省去了停车的烦

恼。”家住新苑社区的陈艳每天下午下班后换上运动服，到

智慧健身房来场能量满满的锻炼。

在新余新苑社区智慧健身中心，记者沉浸式体验了健

身房的智能化：刷脸进入，有氧跑步区、固定力量区、体测

区 …… 不 到 140 平 方 米 的 健 身 房“ 五 脏 俱 全 ”，充 满“ 智

慧”。市民可通过手机下载 APP，足不出户就能提前预约教

练和设备，并实现在线交流。此外，还能随时掌握自己的运

动数据，并可在线上竞赛排名。

8月 29日，南昌县纪委监委第一室干部深入超市了解月饼价

格档次、进货票据、销售记录等情况。中秋将至，该县纪委监委紧

盯节点，聚焦主责主业，明察暗访纠“四风”。 通讯员 丁 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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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是世界知名的陶瓷艺术之城，

知识产权保护曾一度面临严峻挑战。经

最高人民法院批准，2021 年 4 月，景德镇

知识产权法庭正式挂牌成立。

该法庭是以陶瓷知识产权保护为重

点的跨区域管辖知识产权法庭，负责管辖

我省景德镇、九江、鹰潭、上饶辖区内的专

利、计算机软件等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

和行政案件。

近日，记者深入景德镇，探访景德镇

知识产权法庭如何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探索创新 为国家试验区
建设保驾护航

近年来，陶瓷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在景

德镇时有发生。“珠山八友”著作权纠纷案，

就是其中一起曾引起广泛关注的案例。

王 大 凡（1888—1961）系“珠 山 八 友 ”

之一，是景德镇市家喻户晓的中国陶瓷美

术大师。被告黄某某著有《珠山八友瓷画

大系》，并由上海某出版社出版发行。原

告王某某（王大凡之孙）认为，该书刊登的

36 件署名为王大凡的作品中，有 17 件系

假冒品，严重侵犯了王大凡的署名权，遂

向景德镇知识产权法庭提起诉讼。审理

过程中，在目前国内司法鉴定机构尚不具

备从绘画风格、器型等方面鉴定陶瓷艺术

品真伪能力的前提下，法庭创新性地委托

权威鉴定机构，就涉案 17 件作品中的 5 件

题款字迹是否系王大凡字迹进行鉴定。

鉴定结果表明，这 5 件作品并非王大凡笔

迹。法庭最终判令黄某某停止侵权并销

毁相应图片，赔礼道歉。

当前，我省正在深入推进景德镇国家

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以下简称国家

试验区）建设。在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

副院长、景德镇知识产权法庭庭长张春红

看来，知识产权是国家试验区面向未来发

展的战略性资源和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核

心要素。成立一 年 多 来 ，景 德 镇 知 识 产

权法庭主动融入国家试验区建设，充分

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专门出台《关于

加 强 陶 瓷 知 识 产 权 司 法 保 护 的 若 干 意

见》，积极探索陶瓷文化保护、传承、利用

相结合的体制机制，不断强化陶瓷著作

权、先进陶瓷专利权等的司法保护，全力

擦亮“景德镇”这块金字招牌。张春红介

绍，截至目前，景德镇知识产权法庭已及

时审结 48 个与陶瓷文化传承创新息息相

关 的 案 件 。 一 个 个 公 正 判 决 的 司 法 案

件，促进了陶瓷文化传承，激发了创新创

造活力，助推国家试验区建设不断迈上

新台阶。

攻坚克难 让企业自主创新
激情满满

当 前 ，我 省 正 在 大 力 实 施 数 字 经 济

“一号发展工程”，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

劲。今年 2 月，中国（景德镇）跨境电子商

务综合试验区获国务院正式批复，数以万

计的陶瓷商家从线下转向线上销售产品。

景德镇市贝汉美陶瓷有限公司，是一

家从事时尚陶瓷家居摆件生产、销售的电

商企业。该公司自主设计的陶瓷产品，深

受年轻消费者喜爱。然而，随着贝汉美公

司品牌在陶瓷电商领域的崛起，各类侵权

现象也日益增多。今年 5 月，贝汉美公司

将一家冒用该公司品牌的电商企业起诉

至景德镇知识产权法庭。面对取证难、认

定难等问题，该法庭通过充分发挥多元技

术事实调查认定体系的作用，迅速审理并

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赔偿原告贝汉美公司

经济损失 6.2 万元。贝汉美公司行政总监

王接明说：“法庭不仅迅速、公正审判了案

件，还主动深入企业走访调研，为我们普

及知识产权维权知识，让我们在自主创新

之路上信心满满、激情满满。”

近年来，电子商务、直播带货等方兴

未艾，但这些领域存在的法律缺失、监管

不到位、行为失范等现象，衍生了新型争

议和纠纷。多名业内人士表示，此类案件

问题新、技术性强、取证难，且案件数量呈

快速上升态势，给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带来

新的挑战。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司法该如何有

更大作为？景德镇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

胡志勇介绍，该法庭创新出台《技术调查

官工作管理规定》和《知识产权技术咨询

专家委员工作办法》，注重发挥技术调查

官、专家辅助人等在事实查明中的作用，

完善了由技术鉴定、技术调查、专家陪审

等构成的多元技术事实调查认定体系，增

强了技术类案件事实查明的客观性、科学

性和准确性。胡志勇说：“法庭成立至今，

已审结与数字经济有关的案件 94个，这些

案件妥善处理了信息网络技术发展与知

识产权保护的关系，有效规范了电子商务

平台网店经营者的商业行为，为助推数字

文创经济发展贡献了力量。”

秉持初心 为经济社会发展
汇聚蓬勃力量

景德镇知识产权法庭对案件的公正、

高效处理，给玉山人黄晓庆留下了深刻印

象。今年 4 月，黄晓庆认为玉山某家具公

司等 4 家公司销售的产品，与其专利产品

相似，涉嫌侵犯其合法权益，便起诉至法

院。景德镇知识产权法庭受理案件后，联

合江西省律师协会（景德镇）知识产权律

师调解中心的律师，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

调解，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及时维护了黄

晓庆的合法权益。

作为跨区域管辖的知识产权法庭，如

何破解诉累难题，让原被告双方少跑腿？

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吴海平告诉

记者，景德镇知识产权法庭积极打造智慧

法庭，当事人可通过手机、电脑，实现跨地

域起诉与诉讼材料上传；借助“云端庭审”

远程视频开庭，以智能化手段助力知识产

权审判。吴海平介绍，为方便其他地方当

事人诉讼维权，该法院还计划在管辖范围

内的地方，设立知识产权巡回审判点，实

行就近庭审、集中庭审。

据了解，2021 年以来，该法庭共受理

知识产权案件 446 件，审结 401 件，结案率

为 89.9%，调撤率达 77.56%。2021年，知识

产权审判团队的结案率、服判息诉率、发

改率在全省民事审判中均位列第一。秉

持司法为民初心，景德镇知识产权法庭以

公平、公正、高效的司法调解与审判，树立

了尊重知识产权风尚，激发了创新创造活

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汇聚蓬勃力量。

为创新撑腰 为发展护航
——景德镇知识产权法庭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王景萍

7 月 26 日，靖安县消防救援大队在高

湖镇举办了一场消防知识专题培训，从消

防理论到消火栓和灭火器的实操，内容十

分丰富，来自全镇 20 余名小商户业主、村

组干部参加了培训。

消防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

系经济社会发展稳定。靖安县积极探索，

启动微型消防志愿站建设进社区、进村

组，把消防安全送到基层一线，有效提升

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正视短板 探索新路

“好在之前经过消防的专业培训，我

们才能在最短时间内作出正确判断，快速

疏散楼内居民，避免出现更大的损失。”微

型消防志愿站志愿者、清华社区网格员余

靖绍说。

5 月 15 日凌晨 3 时，双溪镇清华大道

88 号蔚蓝嘉园小区 A2 栋电缆井内着火，

靖安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赶到现场

时，余靖绍已在现场指挥楼栋内居民有序

疏散，随后他与消防救援人员一起连接水

带灭火，成功控制了火情，无人员伤亡。

靖安县辖五乡六镇，最远的乡距县城

60 公里，消防车从县城开出抵达最远的村

需要 1 个多小时。对于偏远的部分村组，

各乡镇的专职消防人员也无法快速到场

处置。在消防安全管理方面，基层消防站

不同程度存在管理松散、人员素质参差不

齐、经费保障难以落实等问题。

为此，今年年初，靖安县以救早、灭小

和“3 分钟到场”扑救初起火灾为目标，依

托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平台，划定最小灭

火单元，充分利用现有场地、设施，在社

区、村组建设了 155 个微型消防志愿站。

每个微型消防志愿站配备灭火器 4 具、水

枪 2 把、水带 4 盘，还有灭火防护服、救援

头盔、救援靴等基本灭火器材和个人防护

装备。

县乡兜底 制度保障

4 月 9 日，在水口乡桃源村，一辆电动

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着火，附近的村民见

状立即呼救。“着火的地方离村委会不远，

我们听到呼救声后立即拨打了 119，同时

迅速拿起放在消防志愿站的灭火器冲了

出去，几分钟后就把火扑灭了。”回忆这件

事，桃源村党支部副书记漆传文说，“原来

救火只能提水，现在有一些专业的灭火装

备，村民面对火灾也不至于束手无策。”

靖安县积极引导和规范社区、村组建

设“有人员、有器材、有战斗力”的微型消

防志愿站，实现有效处置初起火灾的目

标，并从设施、人员、机制、经费等方面进

行全面保障，县乡两级财政对微型消防志

愿站建设及运行予以兜底保障。

各 社 区 、村 组 建 立 微 型 消 防 志 愿 站

后，向辖区消防大队备案，接受统一的专

业化管理。微型消防志愿站人员接受岗

前培训，包括扑救初起火灾业务技能、防

火巡查基本知识、“一警六员”消防技能实

操实训、个人防护装备的使用等。

县消防救援大队指导微型消防志愿

站制订并落实岗位培训、队伍管理、防火

巡查、值守联动等管理制度。同时，微型

消防志愿站建立了应急联动制度，社区、

村组辖区内建有多个社区微型消防志愿

站，实行统一调度，并纳入当地灭火救援

联勤联动体系。

专业辅助 初见成效

为发挥治安联防、保安巡防等群防群

治队伍作用，靖安县为每个微型消防志愿

站配备了 1 至 3 名志愿消防员，站长由场

所管理人兼任，负责日常站内管理及组织

制订灭火应急预案，掌握人员和装备情

况，组织站内人员协调社区和村组开展消

防业务训练、防火巡查、扑救初起火灾，其

他志愿者则按照职责参与初起火灾扑救。

以前只在重点单位建设消防站，如今

微型消防志愿站进社区、村组，分布面积

广、数量多，通过消防救援大队的专业培

训，能熟练操作和使用消防装备的消防志

愿者大大增加。

“非常感谢你们，没有你们迅速赶来，

真不知道后果会怎么样。”雷公尖乡三枥

村村民余松柏看见村干部和消防员，连声

道谢。原来，6月初的一天，在余松柏和家

人外出时，顶楼堆放的油菜籽突然发生燃

烧，引发火情。村干部获悉后第一时间拨

打119，同时控制现场，疏散围观村民，并派

一名消防志愿者在村口引导消防救援车

辆准确到达着火地点，迅速将火扑灭。

“微型消防志愿站建立后，对我们进

行火情的初步研判有辅助决策作用。”靖

安县消防救援大队参谋王浩说，“在我们

出警的时候，经过培训的志愿者能及时报

告现场人员情况、过火面积大小、燃烧物

质类型等相关情况，让我们在车上就能进

行人员分工、制订方案。”

虾肥稻丰

让“近水”救“近火”
——看靖安基层微型消防志愿站的积极探索

本报记者 朱兆恺

近日，吉水县盘古镇同江万亩

稻渔产业基地，稻田、虾蟹池塘与

蓝天白云构成一幅美丽的生态画

卷。吉水县因地制宜，将易涝低产

农田改造为同江万亩稻渔产业园，

发展稻渔综合种养，带动村民增收

致富。

本报记者 吴文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