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二

2022年2月15日

编辑/吴怡 张琼辉

校对/陈维华

□　本报记者 蒲晓磊 侯建斌

　　

　　“现在‘一墩难求’的冰墩墩，既受到奥林

匹克标志保护，同时也受到专利、商标和版权

的保护，可以说是既穿着晶莹透明的‘冰糖外

壳’，也戴着严密无形的‘知识产权保护罩’。”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知识产权保护

司司长张志成说。

　　不仅仅是冰墩墩，其他涉奥版权作品也

享受到了知识产权的有力保护和快速便捷的

版权服务。全方位、立体化的知识产权保护

网，不仅有力保护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也促

进了奥林匹克文化和精神的传播与推广。

　　2月14日，2022北京新闻中心召开专场新

闻发布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冬奥知识

产权保护情况。

　　2022北京新闻中心主任、北京市人民政

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说，办好一届简约、安

全、精彩的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是党和国

家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

承诺。而高水平保护奥运知识产权，全方位、

立体化护航冬奥盛会，正是这“办好”二字的

题中之义。

　　已经对63件奥林匹克标志予

以公告保护

　　与奥林匹克相关的知识产权，承载着奥

林匹克文化，诠释着奥林匹克精神，是奥林匹

克运动的宝贵财富。做好冬奥知识产权保护，

是营造良好赛会氛围、保障赛会顺利举办的

重要举措。

　　国务院2002年颁布的《奥林匹克标志保

护条例》，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顺利举办发

挥了重要作用。2018年，中国政府对条例进行

了完善和修订，进一步将北京2022年冬奥会、

冬残奥会相关标志纳入保护范围。截至目前，

国家知识产权局对63件奥林匹克标志予以公

告保护，推动及时披露被许可人信息；对北京

冬奥组委提交的14件专利申请和315件商标

申请予以保护。

　　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既是维护奥林匹克

规则和《奥林匹克宪章》的体现，也是履行国

际承诺的表现。北京冬奥组委高度重视，专班

落实涉奥知识产权工作。

　　张志成介绍说，国家知识产权局、市场监

管总局提前部署，印发《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奥林匹克标志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

动方案》。国家版权局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发布北京2022年冬奥会“版权守护计划”，会

同网信办等6部门成立冬奥会反盗版工作组，

联合开展冬奥版权集中保护行动。全国各地

特别是北京、河北组织深入开展专项行动，全

面排查、严厉打击涉奥侵权违法行为。建立央

地联动的知识产权保护应急值守机制，及时

发现线索、共享信息、处置问题，以“零容忍”

的态度打击规制侵犯奥林匹克知识产权

行为。

　　重点打击短视频平台公众账

号盗播行为

　　严厉打击涉奥侵权盗版活动，营造良好

奥运赛事版权保护环境，向世界展示中国政

府保护版权的坚定信心和实际行动，对奥运

会的成功举办意义非凡。中宣部版权管理局

副局长（一级巡视员）汤兆志介绍说，为此，国

家版权局做了关口前移、服务先行、疏堵并

举、完善机制等方面的工作。

　　1月下旬，国家版权局会同工信部、公安

部、文旅部、广电总局、网信办6部门联合开展

为期两个月的冬奥版权保护集中行动。一方

面，集中行动着力整治未经授权通过广播电

视、网站（App）、IPTV、互联网电视等平台非

法传播冬奥赛事节目的行为，重点打击短视

频平台公众账号未经授权提供冬奥赛事节目

盗播链接、集中批量在网络平台上传传播冬

奥赛事节目的行为，以及网络主播在直播中

未经授权传播冬奥赛事节目的行为；另一方

面，集中行动加强对电商平台等重点网站

（App）、比赛场馆周边等重点区域、商品生产

集中地和销售集散地等重点市场的版权巡

查，严厉打击各类涉奥视听、文字、美术、音乐

等作品的侵权盗版行为，重点整治制作、销售

涉奥侵权盗版衍生品的违法行为。目前，专项

行动正在稳步推进。

　　同时，完善机制，加快赛时应对。国家版

权局等6部门组成冬奥会反盗版工作组，加强

组织协调、密切工作衔接、强化监管合力。针

对涉奥音视频传播发散快、分享频率高的特

点，专门建立了冬奥赛时反盗版工作专班和

反盗版快速反应处置机制，采取7×24小时工

作机制，就国际奥委会、冬奥组委、持权转播

商等权利人投诉的重点侵权线索，立行立查，

依法从快从严处置，取得了积极成效。

　　查办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有

权案240余件

　　奥林匹克标志蕴含着巨大商业价值，容

易被不法分子所侵犯。2018年6月，中国政府

修订了《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明确规定

了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措施，为查处侵犯奥林

匹克标志专有权行为提供了重要保障。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执法稽查局副局

长王松林介绍说，市场监管总局始终将奥林

匹克标志保护作为知识产权执法的重要内

容，去年以来，在年度工作中作出部署，指导

各地加大执法力度，与知识产权局联合开展

专项行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对重点商

品、重点场所的执法检查，依法从严处置侵犯

奥林匹克标志违法行为。截至目前，各地市场

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案

件240余件。

　　从查办的案件情况看，违法行为主要集

中在三方面：未经权利人许可，在产品上使用

奥林匹克标志；未经权利人许可，在广告宣传

中使用奥林匹克标志；未经权利人许可，在网

站发布的内容中使用奥林匹克标志。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以‘零容忍’态度，

针对侵权违法行为重拳出击，依法予以严

惩，产生了有力的警示震慑效应，净化了市

场环境，有效维护了权利人合法权益。”王

松林说。

　　本报北京2月14日讯  

冬奥特稿

全面加强冬奥知识产权保护

冰墩墩戴上“知识产权保护罩”

　　本报北京2月14日讯 记者侯建斌 在

2022北京新闻中心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局长杨东起表示，作为

首座“双奥之城”，北京市高度重视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始终将履行国

际承诺、发扬奥运精神和展示良好国际形象

作为办会的要求和目标。建立完备的工作机

制，市级四部门共同制定印发奥林匹克标志

知识产权保护实施方案，多部门联合成立市

级工作专班，成员单位之间线索及时移送、信

息充分共享、问题集中会商，确保知识产权保

护效果。

　　杨东起介绍说，与此同时，强化区域协同

和市区联动，形成立体监管网络。一方面，与

天津、河北签订海关、市场监管等领域的执法

协作协议，实现京津冀地区合力共治；另一方

面，市级单位加强对各区工作的监督指导。通

过这种纵横相交的立体网络，实现监管的无

缝衔接。

　　加大排查力度，实现侵权违法“零容忍”。

杨东起指出，坚持常规检查，针对场馆周边、

旅游景区、批发市场等重点区域加强巡查，严

厉查处各类侵权案件。

　　此外，针对互联网领域予以重点监管。在

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导下，多部门联合约谈重

点企业，强化体育赛事知识产权保护，指导电

商平台成立工作小组，及时处理侵权投诉。充

分利用大数据，对包括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

在内的侵权易发领域开展专项检查，取得了

良好效果。

　　本报北京2月14日讯 记者侯建斌 “现

在冬奥赛事已经过半，从网络监测数据上看，

保护工作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今天，在

2022北京新闻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

宣部版权管理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汤兆志

透露，截至2月12日零时，优酷、爱奇艺、腾讯

视频、新浪微博、B站、抖音、百度等27个主要

视频、社交、直播及搜索引擎平台，共接到各

类权利人通知后删除涉冬奥侵权链接32376

个。按照国家版权局等6部门组成的冬奥会反

盗版工作组的要求，通过自查主动删除涉冬

奥侵权链接227452个；各平台因传播涉冬奥

侵权内容等情况，处置各类账号3363个。

　　汤兆志指出，国家版权局严格按照我国

著作权法规定和国际奥委会相关版权规则开

展冬奥版权保护工作。注重关口前移，在冬奥

会开幕前通过开展宣传活动、公示预警名单、

平台发布公告、开展自律公约等多种形式，防

患于未然。

　　与此同时，加强对传统侵权盗版问题的

查处。近期，北京快侦、快诉、快判一起制售盗

版冬奥吉祥物冰墩墩、雪容融玩偶案，犯罪嫌

疑人任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4万

元，成为全国首例侵犯北京冬奥吉祥物形象

著作权刑事案件。

　　汤兆志强调，从版权角度而言，除了法律

特别规定的合理使用的情形外，其他未经许

可的著作权意义上的使用行为，都可能构成

著作权侵权。损害公共利益的，将会受到行政

处罚；构成犯罪的，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双奥之城”对知识产权侵权违法“零容忍”

冬奥版权保护工作基本达到预期效果

□　本报记者 周宵鹏　本报通讯员 庞贺雷 邓有林

  午饭时间，用保温盒装好的饭菜推进太子城站候车大厅警

务执勤室，北京铁路公安局北京公安处民警李玲是最后一个吃

饭的人。她在出站口认真开展查缉工作，直到同事吃完饭来接

替，她才回到执勤室。

  “我们负责进出站口巡逻查缉的6名女警，平均年龄只有25

岁，冬奥安保是我们最好的‘练兵场’。”李玲对《法治日报》记者

说，计步软件显示同事们每天都走两万多步，她在他们身上学到

了奉献和担当。

  太子城站坐落于张家口冬奥核心赛区崇礼的群山间，是世

界上首座接入奥运村的高铁站。自京张高铁冬奥列车开启赛时

运输服务以来，为了平安冬奥的共同目标，铁路公安民警在这里

践行着自己的平安誓言。

早出晚归踏雪爬坡

  2月11日清晨6时许，群山还沉睡在静谧的夜色中。山间公路

上，一辆警车缓缓行驶，石家庄公安处民警吕涛和曹琛开始了一

天的线路巡逻巡视工作。

  “最早一趟列车马上要从辖区经过，我们得赶在列车到达前

巡查完线路，确保列车安全运行。”吕涛告诉记者，近一个月来，

他和同事已经习惯这种早出晚归的工作模式。“瞌睡敌不过山

风，一下车整个人就清醒了。”吕涛打趣说。

  在和平隧道外的高架桥下，吕涛和曹琛将车停下，沿着护网和

水泥防护栅栏一直向上到隧道口外。这是一段陡峭的坡路，山坡背

阴，积雪没过脚踝，两人一前一后，仔细查看周边每个角落，300米

不到的坡路才走了一半，他们的袜子就被冰凉刺骨的雪水湿透。

  从山上下来，他们又来到治安岗亭检查工作，对线路周边执

勤巡视，多留意线路状况。列车驶离，他们回到车上，曹琛拿出准

备好的发热鞋垫递给吕涛，两人换上后身体才慢慢暖和起来。

  曹琛告诉记者，线路巡查工作虽然辛苦，但组织的关怀却很

温暖，身上的棉大衣、棉鞋、棉帽、脖套、手套、发热鞋垫，都是组

织专门配发的，后勤保障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休息片刻，吕涛和曹琛还要前往崇礼隧道出入口外的线路

和崇礼隧道的应急疏散通道进行巡查，整个过程需要两个多小

时，而他们一天要反复巡查八九次。

坚守岗位不负期待

  吕涛和曹琛巡查时，北京公安处太子城站派出所的指挥室里也忙碌起来。大屏幕上，从

进出站口到候车大厅再到站前广场，各岗位民警装备整齐。指挥室民警对着屏幕开始用警

务终端视频查岗，并随机选择岗位拉动演练，全面强化岗位民警应急处置能力。

  暖阳洒在太子城站，透过站前广场的“奥运之眼”铺洒在地下一层候车大厅。石家庄公

安处民警王鹏正带着警犬“蒙牛”巡逻执勤，他已经连续在岗21天。

  农历正月十六是王鹏和未婚妻原定结婚的日子，为了护航平安冬奥，善解人意的姑

娘主动与他商量推迟婚期。

  对待战友“蒙牛”，王鹏同样呵护有加。初到太子城站时，两岁的“蒙牛”对新环境比较抗

拒，常常一着急就用爪子四处乱挠，脚掌肉垫都磨破了，王鹏心疼得每天给它消毒。因为天

气寒冷加上水土不服，“蒙牛”一度显得很蔫。王鹏坚持每天烧热水给它喝，犬粮也要用热水

泡热后再喂，在他的悉心照顾下，“蒙牛”很快恢复得生龙活虎，成为他的“最佳拍档”。

践行誓言续写荣光

  午后的闭环区内寒风骤起，太子城站派出所副所长张雄正带领同事在站台上检查

消防设施是否完备、转运通道是否通畅。早上5时起床，深夜24时才能休息，不到一个月，

张雄就瘦了10斤。即使如此，岗位上的他依旧精神饱满。

  “入环前，我和同事们都写下了‘服务冬奥，请党放心’的冬奥安保决心书，这是我们

的誓言，必须全身心投入践行。”张雄说。

  闭环区内紧锣密鼓，闭环区外同样忙碌不已。15时25分，崇礼开往清河的G8808次列

车即将发车，虽然乘车旅客不多，但海拉尔公安处民警于浩和同事仍在认真细致地开展

工作，携犬民警在广场巡逻巡视，执勤民警在进站口身份查缉。

  夜幕降临，灯光亮起，太子城站绚烂夺目。凌晨气温骤降至零下26℃，寒风像刀割一样

吹得脸生疼，为了不让脚冻僵，在此执勤的石家庄公安处民警甄龙江来回不停走动。

  1小时后，甄龙江和同事换岗，回到警务室稍作休息。灯光下，他的眼睫毛上已挂满

冰霜，冻硬的口罩遇暖湿透。想起曾荣获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称号的父亲，甄龙江心

潮澎湃，他始终记得父亲的叮嘱：“组织把工作交给你是对你的信任，越是困难越向前，

警察的路只有前进，没有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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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故事

□　本报记者     侯建斌

□　本报见习记者 刘 欣

　　“我是第一吗？”是的，你是第一！

　　16年，颇为曲折的圆梦之路，夺冠后

的徐梦桃，激动之余反复确认。对于冬奥

会“四届老将”的她来说，这块金牌来之不

易，这个第一当之无愧。

　　2月14日晚，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

巧第二轮决赛上，率先出发的白俄罗斯选

手汉娜·胡什科娃拿到了107.95的高分，给

身后的选手带来极大压力。

　　“俯冲、起跳、空中旋转，动作一气呵

成，落地干脆利落。”徐梦桃顶住压力，选

择了难度4.293的动作并且稳稳落地，最终

成绩为108.61分。落地后，卸下压力的她直

接放声大哭，无论结果如何，这16年来的

坚持实属不易。

　　1990年出生的徐梦桃在运动员中已

经不算年轻，这是她第四次参加冬奥会。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徐梦桃位列第六。

2014年索契冬奥会，徐梦桃拿到银牌。2018

年平昌冬奥会，徐梦桃失利，无缘奖牌。

　　但其实，除了奥运冠军外，徐梦桃获

得了许多冠军。2005年，15岁的徐梦桃收

获了自己第一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全

国冠军赛冠军；2007年，她为中国赢得了

第一个世青赛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冠军；

2009年，徐梦桃在莫斯科夺得自己第一个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冠军；2013

年，获得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挪威世锦赛

冠军……

　　2022年，在2021-2022赛季国际雪联自

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加拿大站比赛

中，徐梦桃获得了自己的第27个世界杯分

站赛冠军，成为空中技巧项目的世界杯历

史第一人。她是迄今为止在自由式滑雪女

子空中技巧项目获得冠军最多的运动员。

但此前却始终没有一枚奥运金牌。

　　第三次参加冬奥会时，她曾说“拿不

了金牌就退役”的狠话，但这次她“食言”

了。心态平复后的她说，不想退役，梦想依

然在，不甘心也不放弃。

　　平昌冬奥会之后，徐梦桃已是一名不

折不扣的赛场老将，伤病缠身。2018年3

月，她完成了双腿半月板的手术，开始了

漫长的伤病恢复期……伤病没有击倒她，

平昌冬奥会失利反而让她越挫越勇，此后

她反而更洒脱了。

　　由于天气原因，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

技巧资格赛被迫推迟至决赛前4个小时进

行。资格赛和决赛安排在同一天进行，对

于老将徐梦桃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但

她没有时间去想太多。徐梦桃在资格赛后

表示，自己就是比完一场丢掉一场，从零

开始。

　　如今，在个人项目上徐梦桃终于拿到

了人生首个奥运会金牌，她身披国旗热泪

盈眶，连续高喊“我是第一吗”的场景，让

无数人动容。赛后接受采访时，徐梦桃一

度哽咽：“太激动了，梦想还是要有的，万

一实现了呢。四届冬奥会了，在自己家门

口，我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徐梦桃终于获得了她的第一枚奥运

会金牌，实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大满贯。

这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冬奥会上获得的

第5枚金牌，也是中国女选手第一次在冬

奥会该项目中获得金牌。中国代表团的金

牌数也由此追平了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

会创造的历史最佳战绩。

　　巧合的是，今天上午在主媒体中心举

行的赛时例行新闻发布会主题刚好是“冬

奥会上女性力量”。而徐梦桃的故事，正是

女性力量的展现。冠军虽迟但到，热爱造

就奇迹，坚持会有收获。星光不问赶路人，

时光不负追梦人。

　　本报北京2月14日讯  

　　本报北京2月14日讯

记者侯建斌 见习记者刘

欣 今天上午，国际奥委

会和北京冬奥组委举行例

行新闻发布会，围绕“冬奥

会上女性力量”主题做介

绍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

严家蓉表示，冬奥近百年的

历史，也是“她力量”的发展

史。本届冬奥会有非常多耀

眼的女性，她们从不同角度

表现了女性的美。她们的登

场，集中代表了女性在体

育舞台上撑起了半边天。

希望未来有更多女性，走

向赛场，走到台前。

　　严家蓉介绍说，本次

北京冬奥会是女性运动员

参赛比例最高的一届冬奥

会，达到45%。同时女性运动

员参赛的项目也达到历届

最多，全部109个小项中，女

性参与项目46个。新增项目

充分考虑女性运动员平等

参赛问题，新增7个小项中，

两个是女子单项，4个是混

合团体项目，仅有1个是男

子单项，这充分体现了《奥

林匹克2020议程》关于推动

性别平等的理念。

　　在促进性别平等方

面，北京冬奥组委还做了诸多努力。严家蓉

透露，一是促进各个岗位的性别平等，北京

冬奥组委的工作人员中，女性员工的比例不

低于40%，女性志愿者的比例不低于50%。二

是促进工作岗位的平等权益，加强对女性工

作人员的保障，保证相同的岗位女性和男性

有平等工资薪酬。三是为女性运动员和涉奥

人员提供安全的竞赛和生活环境，在3个冬奥

村综合诊所都设置女性诊疗室和治疗室，配

备专业妇科医师提供诊疗服务。四是实施

中小学奥林匹克教育计划，为男女学生提

供平等参与冰雪运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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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 2月14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花样滑冰冰舞自由舞比赛在首都体育馆举行。图

为王诗玥和柳鑫宇在比赛中。                   CFP供图  

  图② 2月14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资格赛在北京首钢滑雪大跳

台举行。图为苏翊鸣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图③ 2月14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资格赛在云顶滑雪

公园打响。图为杨硕瑞在比赛中。                  CFP供图

  图④ 2月14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男子双人雪车比赛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举行。图

为孙楷智和吴青泽出战。                      CFP供图

①

② ③

徐梦桃：“四届老将”勇敢追梦终登顶
冬奥一线

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