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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知识产权保护
社会满意度再创新高

新华社北京4月 24日电（记者 张泉 宋
晨）记者从 24 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获
悉，我国知识产权创造量质提升，知识产权保
护力度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
再创新高。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介绍，2023
年，我国授权发明专利 92.1 万件，核准注册
商标438.3 万件，登记集成电路布图设计1.1
万件。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3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我国拥有的全球百
强科技集群数量达到 24 个，首次跃居全球
第一。

与此同时，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加
强。2023年，我国查办专利商标违法案件4.4
万件，办理专利侵权纠纷行政案件6.8万件，查
办版权侵权盗版案件4745件，知识产权保护
社会满意度提升至82.04分，再创新高。

申长雨说，我国正在加快制定出台知识产
权保护体系建设工程实施方案，将聚焦知识产
权保护方面的短板弱项，从政策标准、授权确
权、执法司法、保护管理、社会共治、安全治理、
能力支撑等7方面提出一系列有力措施，进一
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况旭
说，今年4月16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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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执法力度。

“将支持各级执法部门开展版权执法工
作，持续开展‘剑网行动’、青少年版权保护
季、打击院线电影盗录传播等专项行动，突
出大案要案查处和重点行业治理，不断优化
版权保护环境。”中宣部版权管理局负责人
汤兆志说。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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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四川省“百城千乡万村·社区”全民健身系列赛事活动启动——

用好乡村院坝打造全民健身“IP赛事”
◎ 薛剑

编辑 何纯佳 版式 龚华林 校对 李红

“沈妈妈，我们要去比赛了！”“幺儿，乖。
老师相信你们一定讲得好，我爱你们！”4月
22日12时，在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特殊教育
学校，智力障碍学生小利和小齐正要出发去
参加“威远县青少年‘奋进新征程做好接班
人’读书教育活动讲故事比赛”。离开学校前，
他们向沈泽花问了好，再道个别。这是学校里
孩子们和她多年的默契。

沈泽花是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
记、校长。29年来，她扎根基层特殊教育，创新
多种教学方法，帮助听障孩子开口说话，开设
多种职业课程，让多名残疾学生或是找到理
想的工作，或是考上了大学，用心用情让每一
个“折翼天使”逆风起飞。

“母亲捡了个残疾弟弟”

1976年，沈泽花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市威
远县一个农村家庭，自幼生活条件艰苦。有一
年，村里患有智力障碍的孩子欧大的父母相
继去世，沈泽花的母亲便把成为孤儿的欧大
领回了家，当作自己的亲生孩子来照顾。看着
这个残疾弟弟，沈泽花意识到每一个“折翼天
使”的背后都有令人心酸的故事。父母的言传
身教，让沈泽花暗下决心：一定要尽己所能帮
助他们。

1992年，沈泽花考上了乐山师范学校（现
乐山师范学院）特殊教育专业。每年寒暑假回
来，她都会耐心地教弟弟数数、识物以及一些
简单的劳动技能。在一家人的悉心照顾下，原
本生活无法自理的欧大不仅学会了自己照顾
自己，还学会了做饭。

1995年，沈泽花从乐山师范学校特殊教
育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威远县特殊教育学
校。为了践行自己的初心，沈泽花一头扎进了
特殊教育事业。

沈泽花当老师接的第一个班是听障班。第
一天走进教室，学生们哭的哭、闹的闹，一片混
乱，孩子们的诸多不适，让善良的沈泽花忍不
住想流泪。为消除孩子们的陌生感，尽快适应
学校生活，课间，她带着孩子们跳绳、踢毽子、
做游戏；晚上，她手舞足蹈地用肢体语言给孩
子们讲故事，很快便和孩子们打成一片。

在特殊教育学校，每个孩子的情况各不
相同；他们中的许多，难以像普通孩子那样生
活自理，有的孩子常常尿到裤子上。面对这种
情形，沈泽花从未有过丝毫的嫌弃和不耐烦，
而是轻声安慰，温柔地脱下他们的脏衣裤，自
己带回去洗。川南的冬天，天气十分湿冷，沈
泽花的双手，因为长时间接触冷水，变得通
红，布满了冻疮和一道道裂痕，但她从未因此
抱怨过一句。

时间久了，沈泽花与孩子们之间建立起
了深厚的情感纽带。每天早上，她都会用亲切
温暖的语言和孩子们互动交流，还会微笑着
抱抱他们，孩子们都亲切地叫她“沈妈妈”。

“我一定要教会孩子们说话”

“老师，您好！”沈泽花入职几年后的一
天，偶然见到了一名阳光自信的听障学生。他
拿着一个篮球，来到她面前礼貌地喊了一声，
然后开始用手指表演转篮球。最让沈泽花感
到惊讶的是，他竟然会说话。

从那时起，沈泽花告诉自己：“一切皆有可
能，我一定要教会孩子们说话。”但在那个年
代，除了一本教材，没有别的辅助教具。她在课

堂上常常费了半天力气调动氛围，学生们却一
脸茫然。她感到了挫败，但并没有放弃。

为了教会学生发音，沈泽花自编自创舌
操、唇操等。她把纸条放在学生嘴前，让孩子发
声时感受气息的大小、长短；让孩子们把一只
手放在自己喉咙上，一只手放在老师喉咙上，
感知发声时声带的颤动；学习平翘舌音时，她
又从家里带来削好的竹片，作为压舌板，纠正
学生发音；春天玫瑰花开时，她把孩子们带到
户外，把手放在腰部，通过闻花香、视唱练习，
感受发音时呼吸的深浅、气息的畅阻……

终于，在她和孩子们的共同努力下，她带
的第一届听障学生说话、看话能力都很不错。
而今，她教了一届又一届学生：有的听障学生
考进了高等学府，有的智力障碍学生毕业后
通过职业训练找到了工作，脑瘫学生则能够
自己照顾自己……

2004年，沈泽花担任学校办公室主任，
2014年，她成为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
书记、校长。她推行“特教馨育 有爱无碍”理
念，强化七大课程，实施分层复式教学，鼓励
个别化教育，开设兴趣与职业课，积极聘请教
师，培养孩子们的艺术与职业技能，为他们全
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下转2版）

29年，她让“折翼天使”逆风起飞
——记2024年第一季度中国好人沈泽花

◎ 本报记者罗园

“一二三，嘿啧……”“那咕勒衣，嘿啧……”
在此起彼伏的加油声和欢呼声中，满脸通红、
汗水湿透前胸后背的兰小林、陈德林、乔玉康
紧握麻绳，咬紧牙关使出最后的力气，一举将
对手拖到1米外的决胜区。哨声鸣、战局定。几
个回合较量下来，他们代表的元门村队终于拿
下羌式拔河项目的一等奖。这是2024年四川
省“百城千乡万村·社区”全民健身系列赛事活
动启动现场的一幕。

4月21日，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省体育局、
民政厅、农业农村厅、文化和旅游厅、省体育总
会等6部门共同主办的2024年四川省“百城
千乡万村·社区”全民健身系列赛事活动在绵
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启动。省体育局也发出
《运动健身你我做起 全民健身蔚然成风——
四川省“百城千乡万村·社区”全民健身系列赛
事活动引领全民健身运动倡议书》，拉开了为
期7个月的四川省全民健身活动的大幕。

把比赛办到田间地头

4月21日的绵阳北川县永安镇元门村很
是热闹，篮球、足球、气排球、乒乓球、中国象
棋、广场舞6项省级示范竞技项目“走进”羌
乡；爬天杆、推杆、押加、蛾捉、丢窝窝……11
项民族体育项目“外呼”推广，2000多名村民
纷纷前往参与这场别具民族特色的“村运会”。
广元、德阳、成都等地的群众也纷至沓来，在系
列赛事活动中感受快乐。

“哪有啥子技巧嘛，丢窝窝就跟我们撒
豆种庄稼差不多嘛！”永安镇工农村村民杨
进会说，她所在的工农村此次夺得了所有项

目总积分榜第一名。除了得到自己的那一份
“良种鸭苗”和农技知识“套餐”，杨进会还从
整块山腊肉上切下了属于她家的那一块。放
眼望去，除了杨进会拿到了特别奖励外，现
场不少村民还抱着鸡、鸭、白菜等奖品，笑盈
盈地回家了。

四川省“百城千乡万村·社区”系列赛事活
动是目前全省覆盖最广、规模最大、影响最广
的全民健身系列赛事活动之一，也是四川省重
点打造的全民健身“IP赛事”，该赛事活动自
2020年推出以来，不断创新、提档升级，完成
了从“4（省级示范项目）+X（市州自选项目）+
Y（县市区自选项目）”到今年的“6（省级示范
项目）+X（市州自选项目）+Y（县市区自选项
目）+ Z（乡镇街道、村社区自选项目）”模式的
升级，正不断探索从“一县一品”到“一县多品”
的发展格局。

2024年四川省“百城千乡万村·社区”系
列赛事活动将按照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
实施的办赛路径，以足球、篮球、气排球、乒乓
球、广场舞、象棋等6大省级示范项目为引领，
将“百万群众迎新登高”“千万群众健步走
（跑）”“和美乡村篮球比赛”“村BA”“冰雪季”
等为代表的全民健身赛事贯穿全年，年均组织
县级以上赛事活动7000场（次）以上。据悉，省
级赛事启动后，贯穿全年的四川省“百城千乡
万村·社区”全民健身系列赛事活动将延续至
11月底，覆盖21市（州）、183县（市、区）、1000
个以上乡镇（街道）、10000个以上行政村（社
区），惠及千万群众。“我们将按照‘政府牵头主
导、多级协调联动、协会引领示范、全域推广开
展，社会积极参与、惠及千万群众’的工作思

路，以城乡社区、乡村院坝、广场公园等为大背
景，充分将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办到街头巷尾、
乡村田野，送到群众身边。”四川省体育局相关
负责人说。

拓宽全民健身发展路

打开地图，从南到北，一系列的全民健身
活动在四川各地“开花”。在城市，运动场内飞
盘运动爱好者追逐奔跑、上班族在家中跟随着
手机里的音乐跳着健身操，从室外到室内、从
线下到线上，运动爱好者随时开练；在乡村，

“村BA”、乒乓球、象棋等比赛紧锣密鼓、接踵
而至，吸引着十里八乡的村民奔赴现场、挥洒
运动汗水。运动，早已成为四川人幸福生活的
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运动的形式可谓多种多
样，感觉自己年轻了。”在成都环城绿道上，市
民唐先生一边戴头盔一边说，以前他很少参与
体育锻炼，体重一度飙升至160斤，自从骑行
热兴起后，他也开始骑行，不仅让他恢复了身
材，体质和精气神也有了明显的改善。截至
2023底，四川省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
标准》合格及以上的人数比例达91.3%，经常
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38.4%，较上年度实
现了新的提升。

从“常健身”到“会健身”，成效既要看数
量，更要看质量。近年来，四川省体育局大力推
动各级体育社会组织建设，遍布城乡、规范有
序、富有活力的社会化全民健身组织网络正在
逐步形成。

“孃孃，这个器材是这样操作的，我教你
哈。”在公园健身角、小区运动场、学校体育馆、

城市“边角地”，除能看见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身
影外，还有一群穿着“黄马甲”的群众体育引领
员讲解着健身知识、科普着健身技巧。目前，四
川省超过100万人次引领员参与各种体育赛
事活动，引领服务全民健身超1000万人次，把
科学健身知识和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此外，普及科学健身知识和弘扬健身文
化，也是四川推动全民健身热潮的重要方式之
一。近年来，省体育局积极创编适用于各个年
龄段的科普作品，推出“四川省科学健身微课
堂”等系列视频，帮助人们正确锻炼、少走弯
路，已惠及全省4000余万人次。

正如《运动健身你我做起 全民健身蔚然
成风——四川省“百城千乡万村·社区”全民健
身系列赛事活动引领全民健身运动倡议书》中
提出的那样，全省各级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
门，各级各类社会组织，特别是各单项体育协
会，乡镇（街道）、村（社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观，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参与主体，以
城市社区、乡村院坝、广场公园等群众身边的
公共健身场地设施为大背景，按照全民健身赛
事活动“好在群众身边、贵在公平可及、重在安
全简约”的组织原则，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
的健身赛事活动，引领全民健身在城乡社区全
域开展，助力四川乡村振兴和赋能城乡融合发
展，汇聚起同心共筑体育强省和健康四川建设
的群众体育力量。“人人参与体育，体育造福人
人。随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全民健身
的理念与行动正深度融入大众生活。当下，放
眼巴蜀大地，体育正以愈发丰富的形式和内涵
为幸福美好生活增色添彩。”四川省体育局相
关负责人说。

骑行团岂能
变成“暴骑团”

近段时间，上海徐汇区滨江地区清晨出现
了一群“暴骑团”，几十辆自行车浩荡前行，有
的不顾交通信号灯，肆意闯红灯、追逐竞速，有
的甚至侵占机动车道，给正常通行的行人和车
辆带来极大困扰。当地交警部门对非机动车乱
骑行开展了专项整治。有媒体调查发现，这样
的问题并非个例。

编辑点评：近年来，一些城市多措并举，优
化自行车通行条件，保障自行车路权，甚至打
造自行车专用道，营造骑行友好型城市环境。
然而随着骑行族不断壮大，问题接踵而至，骑
行团变“暴骑团”便是其一，突出表现为横冲直
撞、抢红灯或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且肆意变
道、追逐竞速等，为自己和他人埋下安全隐患。
各地交警部门要常态化加强执法监督，对“暴
骑”者给予相应处罚，尤其是骑行团如若出了
事，更要处罚组织者，以倒逼道路骑行安全合
规合法。

在整治和处罚之余，还应对骑行团组织
者、骑友俱乐部加强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让他
们遵守交通法规，增强安全意识，在活动中自
觉引导骑友文明骑行、守法骑行。审批大型骑
行活动时，应要求主办方签订“文明骑行、文明
停放”等承诺。有专家建议，鉴于一些竞速自行
车比电动车还要快，应对竞速自行车限速和加
装测速装置，将骑行竞速自行车的交通违法行
为纳入诚信管理。

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活动
随意进校园情况
将被集中整治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记者 杨湛菲）记
者4月24日从教育部获悉，为切实减轻中小学
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秘书组近日印发通知，对开展规范社会事务进
校园为中小学教师减负专项整治工作作出部
署，要求集中整治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活动和工
作随意进入校园情况，以及社会事务进校园过
程中重留痕轻实效的形式主义，营造教育教学
良好环境。

通知提出四项主要任务：一是系统摸排
近年来社会事务进校园情况，制定准入标准，
加强问题整改；二是建立社会事务进校园审
批报备制度，严控省、市、县三级社会事务进
校园总量，建立白名单并向社会公布；三是对
社会事务进校园的具体方案进行审核，严控
活动范围和时长；四是常态化规范社会事务
进校园工作。

通知要求各地把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作
为教育系统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
工作，以师生获得感检验专项整治成效。

“视障群体无障碍阅读
版权服务联合体”成立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记者 史竞男 严
勇）记者24日从国家版权局获悉，“视障群体
无障碍阅读版权服务联合体”于日前在云南昆
明举行的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上成立，将推动
建立无障碍阅读版权服务体系，推进视障群体
阅读权益保障。

作为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和2024年全国
知识产权宣传周重点活动之一，阅读权益保障
论坛由中宣部版权管理局、中国残联宣文部共
同主办，以“版权让无障碍阅读更温暖”为主
题，聚焦视障群体无障碍阅读。

与会嘉宾表示，健全残疾人阅读权益保障
机制，要加强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投入，推动无
障碍阅读环境的建设与发展，为阅读障碍者平
等参与精神文化生活提供更多便利，真正实现
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活动现场，中国版权协会组织人民卫生出
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人民邮电
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三联书店、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中
国中医药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作家出版社、法
律出版社等版权单位发起成立“视障群体无障
碍阅读版权服务联合体”，支持中国盲文出版
社推进建立无障碍阅读的版权提供、内容制
作、出版服务等长效可持续工作机制，并发布
《“视障群体无障碍阅读版权服务”倡议书》，呼
吁更多出版力量加入。

沈泽花和孩子们在一起沈泽花和孩子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