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6日晚，温州市龙湾区富春社区广场，非

遗传人正在表演火壶、风火轮、打铁花等非遗节

目，为市民带来一场传统文化视觉盛宴。

通讯员 周汉祥 摄

非遗展演迎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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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小云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2024年 10月，国际保护知识产权

协会 （AIPPI） 世界知识产权大会在浙

江杭州召开，这是协会成立 127年来，

首次在中国举办。浙江法院参与其中，

向世界展示浙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如何

赋能创新。

大会落地浙江并非偶然。2024年以

来，浙江深入推进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知

识产权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连续

4年获全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检查考核优

秀，全省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达

86.59分，创历史新高。

作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的重要力

量，浙江法院围绕“服务创新浙江建

设”，努力打造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示范

地。2024年共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案件3.2

万件，助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精准保护，服务创新驱动

2024年，浙江专利授权总量26.75万

件，同比增长7.48%，其中发明专利授权

5.5万件，同比增长29.57%，高价值专利

拥有量14.8万件，同比增长27%。

创新源泉充分涌流的背后，离不开司

法的精准护航。

一起涉自动化生产设备的侵害实用新

型专利权纠纷，原告主张被诉企业使用等

同技术生产设备构成侵权。面对复杂的技

术问题，宁波知识产权法庭引入技术调查

官，从专业角度，将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

技术特征与原告主张的权利要求所记载的

全部技术特征进行逐一比对。结合涉案产

品的现有技术背景、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与

涉案专利的不同技术效果、被诉侵权技术

方案作出的相应改变是否需要本领域技术

人员付出创造性劳动等因素，法庭认定被

诉侵权技术方案属于改良型技术创新，技

术特征不构成相同或等同，判决驳回原告

全部诉讼请求。之后，最高人民法院二审

维持原判。这向社会传递出司法依法确定

专利权利边界、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裁

判导向。

“保护创新就是服务和发展新质生产

力。2024年以来，我们加大对关键核心

技术、重点领域、新兴产业的知识产权保

护力度，健全技术调查官制度，为审判工

作提供及时、可靠、专门的技术支持，为

创新主体提供清晰稳定、可预期的法律边

界和行为规则。”浙江高院民三庭庭长王

亦非介绍，针对恶意侵权行为，全省法院

依法积极适用惩罚性赔偿提高侵权成本和

违法代价，严格保护创新主体，营造良好

的创新环境。

2024年，全省法院判赔100万元至

500 万元案件 103 起，判赔总额 2.1 亿

元；判赔额超过500万元案件12起，判

赔总额1.9亿元。江苏镇江某电器公司侵

害施耐德电气公司商标权，浙江高院在准

确查明侵权获利的基础上，依法适用2倍

惩罚性赔偿、判赔1.06亿元，让恶意侵

权者付出沉重代价。

知识产权纠纷中，权利保护滞后是

实务中的痛点。为提升司法救济效率，

全省法院在诉前、诉中加大临时禁令的

运用力度，2024年裁定支持知识产权行

为保全申请48件，及时制止损害后果的

扩大，防止权利人“赢了官司输了市

场”。

（下转2版）

高质量服务知识产权强省建设
浙江法院：圈重点！2024年做了这些大事

本报记者 陈毅人 通讯员 黄 琳

本报讯 1月7日，由杭州市公安

局联合景区公安分局创作的生态警务

主题MV《西湖之约》首发。

这部时长4分21秒的影片一开

始，画面定格在一个早晨，阳光温柔地

洒在西湖湖面上。岳庙派出所民警蒋

佳元身着便装，骑着自行车，沿着湖边

缓缓前行。镜头穿过那一棵棵柳树，

仿佛穿越了时空，见证了蒋佳元的成

长轨迹。

“刚开始，我们觉得把抽象的‘生

态警务’具象化是件很难的事情，为了

讲好故事，我们决定用蒋佳元的事迹

作为开篇。”杭州市公安局警察公共关

系处新闻科副科长何晨介绍说，这是

一个关于梦想和传承的故事。17年

前，蒋佳元在西湖畔迷路，岳庙派出所

的老民警陈宗耀帮她找到了家人；17

年后，蒋佳元成为了岳庙派出所的一

位民警，参与到景区生态的守护中。

随着影片的推进，更多守护生态

的感人故事一一展开。画面转到又一

个清晨，天空还没有完全放亮，西湖

边，一群戴着绿色袖章、穿着荧光绿马

甲的志愿者已经忙碌了起来，他们是

“护鸳鸯西子义警队”。因为早些年出

现过游客投喂撑死鸳鸯的事情，义警

队的任务就是守护鸳鸯。王玲是义警

队队长，今年已60多岁，从2015年11

月退休至今，志愿服务已成为王玲退

休生活的主旋律，志愿服务时长达

20000多个小时。

影片中还有很多警景相拥的画

面，比如，西湖边，景安骑巡队热情地

给游客拍照记录下他们与西湖的美好

瞬间，“西湖捞哥”专注地打捞着游客

不慎掉入湖中的手机；西湖音乐喷泉

的绚烂光芒下，民警用坚定背影守护

着这份欢乐与和谐；西湖边的马路口，

随着红绿灯的变换，手举红旗的“西子

义警”迅速拼接成队伍护送游客快速

通行，组成“最美人墙”……

影片最后，民警、义警、游客三人面

朝西湖，在夕阳的映衬下，画面温馨动

人。“我们想把‘生态警务’这个理念用柔

性的传播方式传递给大家，同时也想告

诉大家，生态警务需要大家的共同参与，

一起来场西湖生态守护之约吧！”何晨

说。

杭州首部生态警务影片《西湖之约》发布
刍亻

导读

年度反腐大片如约而至，
正风肃纪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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