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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中，知识产

权应获得充分尊重。

2020 年国家营商环境评价结果显

示，在全国 80 个城市中，长沙市知识产

权创造、保护和运用成为全国标杆城

市，典型经验和做法被收录至《中国营

商环境报告 2021》向全国推荐，长沙正

以创新的姿态向全国展示这个城市的

风采。

以转化为要

让创新成果创造经济价值

转化，是创新成果成为生产力的

关键环节，也是知识产权经济社会价

值实现的重要渠道。

然而，目前创新成果转化存在“两

难”：一方面，不少高校、科研院所的专

利难以被发现、被应用；另一方面，不

少 中 小 企 业 难 以 获 取 所 需 的 专 利 技

术。

辩证来看，为“两难”主体做好牵

线搭桥、促成双方“联姻”，那么难题也

会成为双赢。

长沙充分挖掘潜动力，以“打通最

后一公里”为重点，着力构建知识产权

转化平台，强力推进驻长高校知识产

权就地转化，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科技创新高地。

具体而言，长沙争取国家知识产

权运营服务体系项目资金 2 亿元，构建

“一 核 双 翼 ”的 知 识 产 权 运 营 平 台 体

系，全力推动知识产权与产业、资本和

市场等要素有机融合。

率先在全国出台驻长高校知识产

权在长转化政策。自政策实施以来，

成效显著，驻长高校知识产权转化共

372 项，转化金额达到 15.14 亿元，高校

转化“湖大模式”“中南模式”被中央财

经频道专题报道。

深入实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金

桥工程”，着力解决中小科技型企业融

资难题，3 年累计完成质押融资金额

53.63 亿元，国家发改委将长沙质押融

资模式作为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典型案例推荐。

长 沙 坚 持“ 科 技 成 果 产 权 化 、知

识 产 权 产 业 化 ”的 转 化 方 针 ，以 知 识

产权经济贡献度为抓手，不断提升知

识 产 权 转 化 率 和 转 化 效 益 。 在 第 二

十二届中国专利奖评选中，长沙企业

共 获 得 2 金 、2 银 、11 个 优 秀 奖 的 佳

绩；第二届驻长高校知识产权在长转

化公共项目申报工作，对 27 个项目共

计资助 840 万元。

以法治为纲

让保护推动创新行稳致远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保护知

识产权，对保护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每逢中秋节前后，本土品牌“巢娭

毑”月饼便十分走俏，但同时相关部门

也接到举报假冒产品。

为有效保护本土知名品牌，长沙

市知识产权局充分发挥部门联动、联

合执法、行刑衔接的优势，从接到“巢

娭毑”注册商标权利人举报，市场监管

部门与公安部门第一时间组织联合执

法行动，为案件的深入查处侦办打下

了扎实基础。

经查，被告人杨某钱在未获得“巢

娭毑”注册商标权利人许可的情况下，

累计生产、销售假冒“巢娭毑”牌月饼

金额超过 35 万元。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杨某钱（主犯）犯

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10 万元。

不仅如此，湖南省发布的 2021 年

度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

商品第二批典型案例中，长沙以法治

为纲，处理的李某某涉嫌侵犯国际知

名品牌注册商标专用权案、湖南冰瑞

制冷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销售侵犯注册

商标专用权的冷藏冷冻机组案、长沙

市望城区唐某生产销售侵犯注册商标

专用权白酒案均成为全省典型，为专

利和创新成果保驾护航。

事实上，长沙通过国家、省市、区

（县）三级平台全城覆盖，专业服务直

达基层，为全市创新主体提供全方位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目前已累计与 7

个区（县）、10 家园区建立保护工作站，

探索构建了“一中心”“多站点”运行模

式。

同时，长沙以“要素聚集”为突破

口抓保护，聚焦纠纷多元化解，建设非

诉机构组织，协调公、检、法、司、仲裁、

调解等保护资源派驻中国（长沙）知识

产权保护中心，全面打造知识产权保

护“一站式”服务平台，为市场主体提

供 快 速 、便 捷 维 权 援 助 ，增 强 保 护 效

果，优化营商环境，提振保护信心。

据统计，2021 年 1-11 月，全市共

获得专利授权 39086 件，其中发明专利

授权 9439 件，同比增长 32.57%。

以服务为本

让知识产权助力产业腾飞

产业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长沙以“产业需求”为导向抓创造，为

高质量发展筑基赋能。

2021 年 12 月 24 日，《长沙企业上

市知识产权指导手册》发布，主要聚焦

科创板上市过程中的知识产权审核要

点，全面梳理各板块企业上市知识产

权有关规定，该手册由 10 多家专业机

构参与，历时半年、经 6 次修改完成，汇

集了 20 多位知识产权和上市辅导业界

专家的智慧和心血，为长沙科创企业

上市提供“导航仪”和“加速器”。

“ 手 册 十 分 细 致 详 尽 ，指 导 性 很

强，帮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与精力。”

参会企业纷纷点赞长沙主动为企业服

务、积极作为的营商环境。

不仅如此，长沙引领产业链深度

创新，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大力培育

高价值专利产出，积极推动专利预审

质量和效率提升，2020 年全市有效发

明专利拥有量增幅达 21.55%，智能制

造和新材料领域专利从申请到授权周

期由 22 个月缩短到 6 个月。

为更好推动知识产权工作与全市

重大战略相结合，长沙市知识产权局

先后争取了 5 项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改

革试点任务落地长沙，并以专项方案

的形式推动相关政策红利释放到全市

工业发展、科技创新、金融服务、人才

建设等领域，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

新的动能。

保护知识产权不会止步，创新发

展未有穷期。

在后疫情时代，在加快形成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长沙将继续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营造良好的

营商环境，让一切创新成果受到尊重，

一切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助力长沙从

知识产权引进向知识产权创造转变，

知识产权工作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

转变，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

发展！

“大保护”助力高质量发展
——长沙市知识产权局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奋进在三湘

湖南日报1月16日讯（全媒体记者 欧阳倩）

为将党史学习教育学习成效变为工作实效，

长沙市雨花区以一系列创新作为，推动“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精准化和精细化。截

至 1 月上旬，28 个省市重点民生实事项目、

2491 件民生实事均已办结。

为民办实事，需拓宽渠道听取民意。“开放

雨花”APP、12345 政务热线、网格化管理平台

等，都是雨花区征集民情民意的重要载体。点

开“开放雨花”APP，“我为群众办实事”板块置

顶在显著位置。路灯不亮，排水沟堵塞，环境需

要改进……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反映情况。

“在 APP 反映的问题，何人领办、何时办、怎么

办、办得进展如何等，在手机上一目了然，很便

捷。”雨花区东塘街道居民廖凯说。

雨花区还将每周五设定为“民情服务日”，

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与市民面对面，现场聆听诉

求。通过联系群众大走访、民生难题大排查、服

务群众大提升，雨花区梳理出“为民清单”，根

据急事、难事、大事优先原则，明确牵头人、责

任单位、效果目标、完成事项等。

“为民清单”成效如何，要以群众满意度来

“说话”。“出停车场 100多米就是省儿童医院门

诊楼，停车场里面还有女性专用车位，温馨感

人！”近日，带小孩到湖南省儿童医院就医的市

民赵强勇为修葺一新的“新六尺巷”停车场点

赞。坐落于省儿童医院附近的一处停车场，项目

“搁浅”6年未能开放。2021年，雨花区将这一难

题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重点攻坚项目，多次

组织专题会议调度，分阶段实施拆违让路、绿化

移植、水电改迁、施工提质，全程协调服务。2021

年11月中旬，停车场正式开放。

近年来，雨花区每年民生支出占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的比重都在 80%以上，解决了一

大批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雨花区委主要

负责人介绍：“‘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并

不是‘一阵风’，也不会仅限于已办结的实事

上，我们遇事儿就得办、办成看得见摸得着的

事实，让群众更满意。”

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里雨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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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16日讯(全媒体记者 赵志高

通讯员 底健 张钧涵)1 月 13 日 9 时许，怀化

市鹤城区红星街道塘冲社区 77 岁的独居老人

周自清家的米、面等快吃完了，便通过手机

“一键呼叫”求助。不到 15 分钟，社区养老中心

助老员李国香，便将帮忙代购的米、面和蔬菜

送上门。

作为全国第五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改 革 试 点 市 ，怀 化 60 岁 以 上 的 老 年 人 口 有

96.7 万 ，占 全 市 总 人 口 的 21.08%，养 老 服 务

压力大。为此，怀化市在街道、社区分级建立

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站，以“中心带站”的方式进行连锁运营，为

周边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膳食供应、家政

服务、康复护理、精神慰藉、文化娱乐、智慧

养老、安全监管等服务，积极打造“15 分钟养

老服务圈”。

2021 年以来，该市建设全市一体化的智

慧养老服务平台，开通 24 小时服务热线，通过

“一城一平台+N 个服务点”模式，为老年人开

展精准便捷的线上和线下居家服务，实现养

老服务从“有”到“优”的升级。

目前，怀化主城区内已建成城中街道、城

北街道、城南街道、坨院街道 4 个街道养老服

务中心，斜水塘、华峰、锦溪、长湾里、板桥铺、

湾潭 6 个社区养老服务站，覆盖 5 万余位老年

人，日上门服务达 400 余工时，主城区“15 分

钟养老服务圈”建成。

“养老服务提供的绝非仅仅是一张‘床’，

更多的应该是一个‘家’。”怀化市民政局局长

张松说，怀化正在全面实施养老机构服务质

量等级评定工作，通过建立财政资金奖补和

服务质量与评定结果挂钩的闭环管理制度，

推动形成可持续提升、分层分类的养老服务

质量管理机制，让更多的硬指标、软服务落到

实处。

完善主城区养老服务圈怀化市

湖南日报 1月 16日讯(全媒体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胡昌斌 唐波)14 日晚，

2021 国际文化创意中心·长沙市杜鹃花

艺术节颁奖典礼暨戏曲春晚在长沙实验

剧场举行。

本届杜鹃花艺术节中，民族歌剧《半

条红军被》等 5 部新创大戏获得优秀剧

目一等奖，舞剧《伯牙绝弦》等 5 部大戏

获得优秀剧目二等奖，著名导演、杜鹃花

人才工程导师黄定山获评“杜鹃花”终身

成就奖，殷婷获评优秀编剧，王蕾、宋纪

刚获评优秀导演。

作为本届艺术节的重要活动之一，长

沙市“杜鹃花奖”青年戏剧大赛吸引了 64

个剧(节)目、79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经过

专家评审，周帆、江喻旺、戴哪吒、赵月红、

李凯丽、杜明军6人获得杜鹃花表演奖。

颁奖典礼结束后，戏曲春晚上演，集

中展示了长沙市属院团的 3 台新创精品

剧目选段，新编湘剧戏歌、创意戏曲、经

典武戏等特色节目。

杜鹃花艺术节是长沙规模最大的艺

术品牌活动，已举办了 17年。本届艺术节

有十大主题活动，包括 90场演出、讲座、展

览等，线下线上参与及观看人数超过 200

万人次，节会规模、艺术水准、参与人数均

为历年来最高。

长沙市杜鹃花艺术节落幕

湖南日报 1月 16日讯（全媒体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张海生）株洲市劳动保

障监察支队支队长王玉 1 月 13 日告诉记

者，经过该支队半个多月的努力，北京某

建设公司已将拖欠株洲项目农民工的

200 万元工资支付到位。

株 洲 将 根 治 欠 薪 作 为 重 要 民 生 工

程，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

2021 年立案查处投诉案件 119 起，为 700

余名农民工追回工资 2100 余万元。

株洲健全部门联席机制，建立以常

务副市长为召集人的根治欠薪联席会议

制度，明确 23家成员单位责任清单，压实

政府属地责任、部门联动责任、行业主管

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工资支付主体责任。

成立根治欠薪工作专班，将保障农民工工

资工作纳入政府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为堵住欠薪源头，住建、水利、交通

等部门加大工程建设领域的清查、整顿。

2021 年株洲在建工程项目 316 个，农民

工工资保证金覆盖率 100%，专用账户匹

配率 96.78%，实名制覆盖率 99.04%。

对各类拖欠工资案件，株洲加强监察

执法，办结部、省交办案件 6件，市长热线

143 件，办结率 100%；办结国务院欠薪平

台交办线索 1121件，办结率 99.46%。实行

重大违法案件公示制度，通报曝光 5家拖

欠工资企业，1 家纳入黑名单管理。全年

未发生一起极端事件，农民工工资支付形

势基本稳定。株洲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执

法科科长陈剑，被评为全国根治拖欠农民

工工资工作先进个人。

立案查处投诉案件119起

株洲追回农民工工资2100余万元

15分钟内可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膳食供应、康复护理等服务

28个省市重点民生实事项目、2491件民生实事均已办结

湖南日报 1 月 16 日讯（通讯员

胡卫红 全媒体记者 杨军）1 月 14 日，

桃江县大栗港镇卢家村村民夏石中的

鱼塘边，一台大型挖机正在对塘基开

挖，将泥土填埋到鱼塘里。这口鱼塘原

本是一丘稻田，户主擅自将这丘稻田

改为鱼塘。2021 年 11 月底，被省自然资

源厅卫星遥感监测等技术手段检查发

现后，省自然资源厅责令桃江县限期

整改。

桃江县像这种占用耕地挖塘养鱼

的 一 共 有 65 处 ，分 布 在 全 县 12 个 乡

镇 。根 据 县 政 府 统 一 部 署 安 排 ，连 日

来，各乡镇成立工作专班，对违法违规

占用耕地挖塘养鱼进行集中整治。整

治需将鱼塘内蓄水全部抽干或放干，

根据塘内高差进行内部平整，必要时

须将塘基开挖推土，确保恢复耕地区

域内的平整，恢复耕地的须达到实施

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验收标准。截

至 1 月 14 日，全县已完成 8 口占田开挖

鱼塘的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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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代表，我们会唱山歌、吹唢呐、打锣鼓，还搞得蛮好，就是没

地方搞，也没人带头搞”“不要紧，场地我帮你们争取，乐器我

给你们送，歌我带你们唱。还可以专门唱一首歌，就唱龙池河

村里人、村里事”“太好了！我来写词，我老婆会谱曲……”

1 月 14 日，石门县壶瓶山镇龙池河村春节慰问座谈

会 上 ，第 十 三 届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常 德 花 鼓 戏 国 家 级 非 遗

传 承 人 杜 美 霜 与 村 民 朱 作 桂 相 谈 甚 欢 。今 年 1 月 ，杜 美

霜 与 常 德 市 政 协 委 员 雷 明 鑫 因 戏 结 缘 。应 雷 明 鑫 邀 请 ，

杜 美 霜 来 到 她 的 家 乡 龙 池 河 村 看 望 困 难 群 众 ，为 乡 村

文化振兴出点子。

龙池河村是典型的土家族聚居村落，95%的村民是土

家族，土家文化氛围浓厚。“咱们村保留土家吊脚楼、传统

木屋 20 多栋，精通唢呐、锣鼓、土家山歌的民间艺人有 10

多人，传统的孝山文化在这里很好地传承下来。”村干部向

金元介绍。

“现在农村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大家也乐于参加文艺

活动。”“只不过没有好的乐器和综合性文化场所，我们进

一步丰富文化生活受到限制。”村民七嘴八舌。

山沟沟里的老百姓，对文化艺术活动竟有这样高的热

情，杜美霜惊讶又感动。

“壶瓶山镇山美、水美、人美、文化美。大家要抓住机

遇，加大公共文化服务投入，坚持开展日常文化活动，把本

地民间艺术家发动起来，讲好地方故事、演绎地方文化，以

文化振兴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杜美霜说着，村民脸上笑开

了花。

非遗“大咖”下乡
土家村民“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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