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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将全面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明确不断改革完善保护体系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记者

张泉）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 《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的意见》， 明确要不断改革完善知识产

权保护体系 ， 综合运用法律 、 行政 、

经济、 技术、 社会治理手段强化保护，

促进保护能力和水平整体提升。

意见提出 ， 力争到2022年 ， 侵权

易发多发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权利人

维权 “举证难、 周期长、 成本高 、 赔

偿低 ” 的局面明显改观 ； 到2025年 ，

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达到并保持

较高水平， 保护能力有效提升， 保护

体系更加完善， 尊重知识价值的营商

环境更加优化， 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创

新的基本保障作用得到更加有效发挥。

意见要求， 加大侵权假冒行为惩

戒力度、 严格规范证据标准、 强化案

件执行措施、 完善新业态新领域保护

制度。

意见要求， 加大执法监督力度、 建

立健全社会共治模式、 加强专业技术支

撑。 更大力度加强国际合作、 健全与国

内外权利人沟通渠道、 加强海外维权援

助服务、 健全协调和信息获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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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四天总签约金额超过50亿元
长三角文化产业共同体潜力无限

第二届长三角文博会闭幕，吸引12.8万人次参与，现场交易金额4.5亿元

本报讯 （首席记者王彦） 12.8 万人次

参与， 现场交易金额 4.5 亿元 ， 最大单笔

交易 5360 万元 ， 总签约金额超 50 亿元 。

昨天， 第二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

在火热交易中落幕。 在业界看来， 短短四

天签约超 50 亿元， 探测出了长三角文化产

业共同体的无限热力、 无限潜力。

长三角文博会是我国第一个以世界级

大城市群文化产业发展为核心内容的文博

会， 由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三省一市

党委宣传部联合上海贸促会共同打造。 第

二届长三角文博会展览面积达 5.4 万平方

米， 规模较首届增长两倍多， 共有 870 余

家参展商、 来自 22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9 家

文化机构参展 。 同步举办一场主旨论坛 、

15 场主题论坛、 三场 “区城联动” 活动 、

66 场发布活动、 五场专题经贸配对会。

落幕时梳理成果， 文博会对于文化消

费潜能的激发效应显而易见 。 各类跨省 、

跨区域、 跨国交易在文博会的聚合平台上

不断达成。 在国际授权交易展区， 柚柚传

媒动画片 《包呫呫》 与泰国 Xhabition 工作

室达成 4000 万元人民币的合作协议； 韩国

文化产业振兴院协议合同金额逾 800 万美

元； 江苏苏绣设计师皇甫娟娟， 小摊位得

到大订单 ， 与云南省参展商咪依噜公司 、

江苏参展商常熟凤禧旗袍、 上海参展机构

上海汽车博物馆形成合作意向， 共获得几

百万元的订单； 崇明文创投资有限公司与

Inter Park 达成 200 万美元合作协议， 与中

演协联手共建中国音乐剧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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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秀”能否成为
上海夜间经济助推器

深秋，1200多岁银杏依然绿意盎然
上海对1600多株百岁以上古树名木分级保护，呵护历史变迁和城市发展“见证者”

每年11月中旬， 银杏树迎来最美时节。

在嘉定区安亭镇泰海路上的古银杏公园，银

杏子孙们早已披上“黄金战袍”，反倒是它们

簇拥之下的银杏爷爷———1200多岁的“上海

树王”，仍是青翠碧绿。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上海树王”的“御

医”李军说，这恰恰反映出其自身抗寒性强，

身体素质好 ， 枝枝叶叶都释放着健康信

号———叶片厚实，大如孩童手掌，颜色幽深，

比周围银杏晚两周变黄。“大家想一睹树王披

上‘黄金战甲’的风采，恐怕要等到12月初了。”

一树成园，“爷孙同堂”

“上海树王”的古树名木编号是“0001”，

地位不言而喻。它出生时，西安仍唤作长安，

李白刚乘舟辞了白帝城， 草堂里还未现浣

花夫人的身影。“树王” 不仅寓意银杏树之

王 ，更代表着上海古树界之尊 ，有 “六朝文

物”之称。

86岁的园林专家蔡秋芝，与“树王”打了

60多年交道。据她介绍，早在上世纪60年代，

上海已认定这株古银杏是“树王”，各级政府

想方设法保护它。1983年颁布施行的 《上海

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规定》， 是国内首次制

定的相关地方法规，规定古树名木应统一登

记、编号、造册，建立档案，并竖立明显标志。

不久之后，相关部门为“树王”挂牌立碑。

千年古树的生命力令人震撼———高

24.5米，胸径6.5米，冠幅硕大无比，树根分布

好几亩地。 茛 下转第三版

■关注上海古树名木保护

■本报记者 史博臻

在古银杏公园，银杏子孙们早已披上“黄金战袍”，1200多岁的“上海树王”反倒仍然青翠碧绿。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上海7株古银杏的千年传奇
荩 刊第二版

老师手中“戒尺”：“尚方宝剑”还是“达摩克利斯剑”？

教育部发布《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引发热议

近日，教育部发布《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

戒规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则》）并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

《规则 》提出 ，教师可根据学生违规违纪情

况，进行点名批评、限制外出集体活动、不超过一

周停学或停课等惩戒，并明确六种被禁止的教育

惩戒方式。

一项网上调查显示，近九成网友支持教师行

使惩戒权，其中超三成网友认为“该罚就罚，不能

惯着”，近七成网友表示支持惩戒但应适度。

有专家直言，对教师而言，惩戒权既是“尚方

宝剑”，也是“达摩克利斯剑”。毕竟惩戒不是教育

最终目的，如何通过有效的惩戒，让学生明是非、

辨对错，才是家校各方值得思考的问题。

“戒尺”应适度使用，但“度”在哪里？

《规则》将惩戒分为一般惩戒、较重惩戒、严

重惩戒和强制措施。其中，一般惩戒包括适当增

加运动要求、不超过一节课堂教学时间的教室内

站立或者面壁反省等方式；较重惩戒则有承担校

内公共服务等，但需经过学校并通知家长；严重

惩戒则由教师提请学校， 限期停课或要求转学、

给予处分等。

“惩戒权是教育者应有的权力，《规则》是对

这种权力的重新强调。现实中的种种阻力，导致

很多老师想管但不敢管。”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章

友德说， 老师对学生的不当行为若只能纵容，缺

少必要的管教，就称不上完整的教育。

此次《规则》发布后，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

大家议论最多的一个焦点问题是：教师手中有了

“戒尺”后，如何适度使用，怎样拿捏好“度”？

比如《规则》提出，老师对学生的一般惩戒可

包括 “面壁 ”一节课的时间 。对此 ，有人认为 “适

度”，有家长则认为“面壁时间有点长”。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沪上一位七年级学生家

长认为，一味把惩戒学生的“度”甩给老师并不合

适。“面对同样的惩罚，有的孩子一笑了之，有的

孩子却可能落下心理阴影，万一出了事，责任算

谁的？”在一些家长看来，每个学生的个体情况不

同，主观承受能力也不同，看似“合理”的惩戒在

不同的人身上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不能也不愿意

拿任何一个孩子作“试验品”。

虹口区第四中心小学校长陈珏玉表示，《规

则》的总体导向是好的，但有的细则确实值得商

榷。比如跟学生谈话，这属于正常的教育引导，而

非惩戒。 茛 下转第五版

■本报记者 储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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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展示的这本《关于如何打

乒乓球》， 是根据55年前徐寅生为

国家女队讲解如何打好乒乓球的讲

话整理而来，后来被毛主席批示，要

向小将 （徐寅生 ） 学习辩证唯物

论。” ……在上海体育学院，“冠军

思政课”的课堂，时常“移师”到中国

乒乓球博物馆。在这里，学校马克思

主义学院的思政课教师、 乒乓球专

业课教师和冠军球员经常联袂讲授

一堂课，让学生们听得过瘾、走心！

以国球为媒介，讲好中国故事，

增强当代大学生的 “四个自信”。记

者获悉，在“冠军思政课”基础上全

新开发的慕课 《国球荣耀》 即将上

线，运用互联网思维传播正能量，提

升思政课的时代感和亲和力， 扩大

思政课的辐射面和影响力。

结合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 沪上各高校积极推进思政

课改革创新，打造“大思政”工作格

局，构建一体化育人体系。

多种形式思政课
引发“共振”

在上海师范大学，《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是

今年全新开发的一门试点课程，已

成思政“金课”：不仅校党委班子主

抓课程方案设计、 校领导走上讲台

授课， 学校还整合校内外优质师资

作为专题教学团队。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 关键在

教师。上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院设立了

5个教学创新团队，通过引培并举、强

化教学名师传帮带，不断优化课堂教

学内容。在上师大，先后有5名青年教

师在首次全国和上海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比赛中分别荣获特等奖、

一等奖等———在沪上高校中获奖人

数最多，奖项级别也最高。

主题教育期间， 沪上高校以提

升思政育人实效为核心， 开展了多

种形式的探索。

这个金秋开学季， 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的新生们迎来一堂难忘的

思政课： 以王振义院士为人物原型

的原创话剧《清贫的牡丹》，由师生

联袂上演。 王院士60多年从医生涯

的感人故事搬上舞台， 展示着他为

病人健康而奋斗的执着。润物无声，

借助“读、说、演、学、行”的立体化育

人模式， 医学生们纷纷从身边的榜

样中汲取力量，坚定志向。

在上海交大医学院，舞台思政课

与课堂思政课、情境思政课、朋辈思

政课引发了“共振”。通过这四类思政课，学校有机地将思政教

育与医学人文教育融合，擦亮着学生们学医的初心。

今年10月1日至3日， 上海音乐学院献礼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的原创音乐剧《春上海1949》上演。这是上音探索“音乐

思政”的新尝试。结合主题教育，《春上海1949》正式建立剧

组之时，临时党支部就在中共四大纪念馆成立，参演的学生

党员随即开展参观中共四大纪念馆的学习活动。 不少学生

说，这样的音乐思政课更加贴肉贴心，也更容易入脑入心。

因校制宜搭设育人新平台

自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沪上一批民办高校抓住

思政课改革的关键环节，不断探索思政育人新途径。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对话中国》系

列讲座人气爆棚，是学校思政育才的新名片。不久前，曾创

造“安全飞行年限最长 (65年 )”、“月飞行强度最高”、“单次

飞行排险最多”记录的空军老战斗英雄、“百老团”成员孙佑

民就担任了一回主讲人，为师生们讲述了“没有人民军队，

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精彩一课。

茛 下转第三版

今日最高仅12?

上海气温“大跳水”
新一波冷空气昨起影响上海，

极端最低气温将出现在明晨

■新时代·奋斗者

“骨头”医生张长青———

一双巧手一颗暖心
让千万人走得更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