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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安徽省各地创新
形式、突出特色，开展系列版权保护
宣传活动。从合肥的科技赋能到蚌埠
的政企校联动，再到宣城将普法宣传
与传统文化深度融合……全省上下奏
响版权保护“大合唱”，为创新发展
注入强劲动能。

合肥市近年来以科技赋能，打造
版权服务新高地。近日，2025 年合
肥市暨蜀山区全民阅读及版权宣传
周集中活动在合肥市中心图书馆举
办。活动通过“版权+科技”“版
权+阅读”的创新融合模式，开展
版权保护宣传、版权有奖问答等各
类活动，吸引近 2 万名市民参与，
掀起一场文化创新与版权保护热
潮。由安徽省版权保护协会与合肥
市新闻出版局共建的“中安创谷版
权服务站”正式揭牌，构建起确权
登记、维权指导、产业转化的全链
条服务体系。活动现场，安徽省文
化产权交易所通过 AR 陶瓷互动、
版权知识问答等趣味形式，让法律

法规深入人心。据了解，近 5 年合
肥市软件著作权登记量达 23.9 万
件，年均增速 34%。人工智能、量
子信息等新兴产业领域著作权登记
量年均增长超 50%，形成“创新沃
土催生版权硕果”的良性循环。

皖南古城宣城市以“宣城版权
智绘新篇”为主题，将普法宣传与传
统文化深度融合。宣城市图书馆、市
文化馆联合推出的“守护正版承诺
墙”，吸引许多家庭签名留念；“笔绘
春光 墨润宣城”互动区，书法名家
将版权标语题写在书签、团扇上，让
法治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蚌埠市以政企联动激活民间文艺
创新基因，创新“政企校联动+非遗
活化+全民共创”模式，为“书香珠
城”建设注入版权动能。龙子湖区剪
纸、陶瓷印等民间文艺作品展，突出
作品登记的保驾护航作用。高新区

“正版图书漂流”、淮上区“图书版权
拼图赛”等活动，让版权知识在趣味
互动中生根发芽。

2万名市民参加版权保护宣传
□本报记者 朱丽娜

河南省版权局日前联合中原出版
传媒集团推出“创新驱动发展 版权
赋能未来”系列微短剧，以真实案例为
蓝本，全景展现版权保护对非遗传承、
文化创新的支撑作用。

短剧《版权崛起之“针”锋相对》
中，讲述了民间文艺传承人创作的蝴
蝶绣品被私自盗卖的故事。这个案例
改编自河南省版权保护的真实案例，
反映了很多民间文艺传承人在版权
保护领域面临的问题。

短剧《盗乐风波》中，一名女性音
乐人被丈夫擅自低价卖掉作品。面对
质疑，丈夫振振有词地声称“我们是夫
妻，你的就是我的”。夫妻因版权反目
的剧情和法理令人深思。短剧虽是改
编，但在河南省版权登记平台上，音乐
作品被低价盗卖却是真实案例。

原创音乐被人低价卖掉的维权案
例令河南省版权登记平台的工作人员
印象深刻。2023 年底，一名音乐创作
者原创的 1000 多首各种葫芦丝音乐
作品，结果在制作光盘的时候，被制作
商私自复制，并在网上3 块钱打包售
卖，还卖出了几万件。这位音乐创作者
得知后，找到河南省版权登记平台咨

询。平台工作人员建议他，立刻对这些
作品进行作品登记，随后协助他进行
了法律维权。

短剧《戏里有戏》中，讲述了一个剧
本被抄袭的故事。在从事微短剧行业的
导演霍璞看来，微短剧最大的特点就是
快速运转，“三两天呈现一个循环”。在
这种“高周转”之下，洗稿、抄稿、抄创意
的事情便层出不穷。

数字化时代，如何利用高科技重
塑版权保护生态？河南近期推进区块
链技术在版权领域的应用实践，依托
河南省版权登记平台打造的区块链系
统“豫版链”已进入实操阶段。对于河
南的创作者来说，“河南省版权登记平
台+豫版链”双保险的加持，相当于在
原有作品登记保护基础上，再加了把

“安全锁”。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版权智库事业

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豫版链”相
关技术的逐步落地，将发挥区块链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面向未来、辐射全省
相关产业的核心优势，激活区块链产
业动能，加快商业化应用步伐，努力打
造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区块
链产业发展高地。

从微短剧中看懂版权
□本报记者 吴明娟

4 月 21 日，由福建省版权局主办的福建省
“4·26”版权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厦门举行。本次活
动以“版权保护，智创未来”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
时代版权保护对文化创新与科技发展的双轮驱动
作用，为构建健康有序的AI创新生态注入法治动
能。此次宣传周的举办，正是福建深化知识产权强
省建设、护航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举措。

启动仪式上对2024 年福建省最具版权价值
作品和优秀版权登记作品、2024年福建省优秀版
权转化运用扶持项目、福建省打击侵权盗版典型
案例和有功单位进行颁奖，并授牌福建省第二批
版权服务工作站26家。

活动上公布了8起2024年度涉案金额大、社
会影响广的福建省打击侵权盗版典型案例，并为
长期奋斗在版权执法一线的有功单位和个人颁发
荣誉证书。现场还发布了“闽版通”智能助手、厦门
市版权宣传形象，并为厦门市青少年版权宣传志
愿者服务队授旗。

据了解，2024年福建全省共登记各类版权作
品125万多件，同比增长76.96%，位居全国第二。目
前福建省共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保护优秀案
例示范点1个，中国版权金奖单位2个，全国版权示
范城市1家，全国版权示范园区3家，全国版权示范
单位12家，省级版权示范园区、单位92家。

举办此次版权宣传周活动，对传播知识产权文
化理念、增强全社会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提
高版权转化运用起到促进作用，同时为构建支持全
面创新体制机制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表彰最具版权价值作品
和优秀登记作品
□本报记者 张福财江苏省版权研究中心日前在江苏

省版权局指导下发布了《江苏省版权
产业经济贡献调研报告 （2023）》。
报告数据显示，江苏省 2023 年版权
产业增加值 10670.89 亿元，占全省
GDP 的 8.32% ， 经 济 贡 献 率 为
5.76%，同比增长 1.73%。其中核心
版权产业增加值7519.56亿元，占全
部版权产业增加值的 70.47%，占全
省GDP的5.86%。全省版权产业从业
人 数 456.32 万 人 ， 同 比 增 长
23.24%……这是江苏省连续第 12 年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产业经
济贡献调研指南》开展版权产业经济
贡献研究并发布相关数据。

今年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期间，
江苏省版权局与江苏省版权协会联合
开展江苏省“优秀版权企业全省行”
巡讲活动。活动旨在通过优秀版权企
业示范引领，增强江苏省企业版权保
护意识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版
权工作更好地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服务。

巡讲活动分为3组在各设区市同
步开展，苏州龙泉禧里丝绸科技有限
公司、诺艺琴韵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紫金山版权律师联盟、昆山蝴蝶效应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江苏目有彡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江苏卓易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南通橙之意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南京小朋友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扬州安贝斯玩具有限公司等9家优秀
版权企业代表，围绕版权保护、版权
运用与价值转化、版权管理等内容进
行交流分享。

活动现场，江苏版权保护中心介
绍了目前开展的“正版护航”行动计
划。该计划通过与主流互联网平台及
电商平台建立协作机制，实现侵权内
容链接精准清除和盗版商品批量下
架。首批参与的 10 家重点企业已率
先实现版权维权突破，覆盖正版产品
70 个品类，累计删除盗版链接 167
个。上述成果表明，该计划的实施有
效遏制了盗版流通，为中小微企业挽
回正版市场空间提供了有力支撑。

强化引领 优秀版权企业全省行
□本报记者 赵新乐

江西省以“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为主题，精心
策划2025年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系列宣传活动，通
过多维布局、多元融合、多方联动，全面展现知识产
权强省建设成果，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动能。

为强化版权法治保障，江西省多部门联合发
力。江西省政府新闻办联合省市监局、省高级人民
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等部门召开“知识产权助力新
质生产力发展”主题发布会，通报年度打击侵权盗
版十大案件，形成震慑效应。江西省同步开展非法
出版物集中销毁行动，推进版权宣传进校园，通过
以案释法加强正面引导。

江西省创新宣介模式，打造立体化传播矩阵。
依托“学习强国”平台开设“版权护航·创意江西”
专题，整合宣传海报、短视频、彩铃等融媒体产品，
实现线上线下场景全覆盖。在吉安市举办的分会
场启动仪式上，“十四五”江西省知识产权成就展、
井冈山区域公用品牌产品展与人工智能专题研讨
会同台呈现，系统展示知识产权领域创新实践。

以瑞昌市民间文艺版权保护试点为载体，江
西省策划“文脉传千年·版权启新篇”特色活动。在
铜岭铜矿遗址公园，通过文艺展演、技艺展示等形
式，生动演绎“非遗+版权+旅游”创新模式。同步
启动的“IP：创绘红色江西”文化创意设计大赛，特
设人工智能设计竞赛单元，征集红色主题 AI 作
品，推动优秀作品版权授权开发，实现传统文脉与
现代科技的碰撞融合。

江西省还构建了“四位一体”参与体系：线上
开展“百万网民学法律”知识产权专场竞赛，以赛
促学，提升公众意识。线下举办赣企出海知识产权
研讨会，聚焦企业海外维权痛点，提供专业指导。
媒体平台推出系列专题报道，全景展现知识产权
创造、运用、保护成就。27家知识产权联席会议成
员单位开展主题普法。

通报十大案件
形成震慑效应
□本报记者 朱丽娜

“去年以来，湖北省委宣传部（省
版权局）紧密配合相关部门，积极构
建‘创新—保护—服务—转化’的版
权生态体系，取得显著成效。”4月17
日，湖北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新闻发
布会在武汉召开。湖北省委宣传部副
部长蔡静峰介绍说，过去一年，湖北
通过健全版权社会服务网络，创新

“调解+仲裁”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激
发民间文艺版权活力，首创跨省区域
合作机制，强化版权执法工作等，在
推动版权创造与保护方面取得突破性
进展。

今年湖北多方联动，除了召开知
识产权保护状况新闻发布会，还通过
形式多样的版权宣传活动，营造良好
社会氛围。

早在今年3月13日，由中国版权
协会指导，湖北省委宣传部（省版权
局）、武汉市委宣传部（市版权局）主办
的第十四届“法理争鸣”高校版权辩论
赛启动。一个月的时间内，来自北京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等32所知名高校的
学子，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聚焦

“生成式人工智能风险防范”“人工智
能模型训练的法律边界”等知识产权
发展新形势、新热点话题，以辩会友，
探寻知识产权魅力。为推动人工智能
时代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完善，湖北省
版权保护协会等单位主办人工智能时
代的法律实践与合规路径研讨会，来
自行政、司法、学术领域以及产业界的
近 200 位代表，共话人工智能知识产
权法律问题。

为了营造版权宣传氛围，4 月 25
日，湖北省版权局联合湖北省版权
保护中心、十堰市版权局，对十堰市
的文联作协、文创企业、高校师生开
展版权宣讲，内容涉及版权与生成
式人工智能、作品登记、网络文学版
权保护等多个方面。同时，走访调研
堰龙马众创空间股份有限公司等单
位，举办软件捐赠活动，持续织密版
权保护网。

以辩会友 举办高校版权辩论赛
□本报记者 汤广花

4月25日，2025年浙江省暨杭州
市知识产权宣传周版权主题活动在杭
州举行。活动以“‘数智护航’——
版权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旨在增强社会版权保护意识，
激发版权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为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加快打造“重要窗口”、奋力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提供
版权保障。

活动现场，浙江省版权局、湖北
省教育厅、潮闻天下传媒（浙江）集
团有限公司共同启动浙江省第十三届

“之江竞帆杯”版权创意设计大赛。
大赛以“版权赋能 创意无限”为主
题，聚焦“创新”“共富”“文化”

“民间文艺”4 个方面，鼓励全省高
校学生开展创意设计，并评审产生
一、二、三等奖，对获奖选手颁发奖
金和证书。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 2025 年浙江
省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签约
仪式，杭州市临安区、宁海县、瑞安
市、桐乡市、东阳市、仙居县、龙泉
市7个县（市、区）作为试点地区进
行签约。试点地区将以开展试点工作

为抓手，充分发挥试点地区民间文艺
资源的独特优势，破解民间文艺版权
保护立法难题，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与创新。

杭州市互联网法院、杭州市版权
保护与产业发展促进会共同揭牌杭州
市版权纠纷多元化解中心，标志着杭
州在版权纠纷调解机制创新、数智化
治理能力提升上又迈进一步，为全省
版权纠纷诉调机制提供杭州方案。国
家知识产权国际服务浙江实验区战略
合作签约，将充分运用国家知识产权
运营公共服务平台国际运营 （上海）
平台优势，实现浙江实验区知识产
权跨境交易、金融创新、重点产业
运营、知识产权布局及应用保护等
功能。

活动还组织开展了系列版权专题
分享会、观看浙江省打击网络侵权盗
版专项治理“剑网行动”20 周年成
果展和全省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
试点地区优秀民间文艺作品展，集中
展现全省在版权创造、运用、保护、
管理和服务等方面的丰硕成果。浙江
省版权协会在现场免费为企业进行作
品登记。

七县市签约保护民间文艺版权
□本报记者 黄琳

湖
南

“版权保护 ‘湘’当有为”“文化根
脉 版权兴业”“版权护航 智汇全球”

“科创之芯 版权为盾”……这是今年
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期间，湖南省版权
局推出主题海报的文案。围绕“加强版
权保护，激发创新活力”，湖南结合重点
工作，丰富宣传形式，推动全省深入开
展版权宣传活动。

在红网的版权宣传专题中，记者看
到，一条《创意湖南 版权赋能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短视频，呈现出精美的湖
湘版权作品、亮眼科技应用，体现版权
赋能在强示范、育品牌、广推介、优服
务、创环境方面的重要作用，以精彩画
面、炫酷镜头烘托版权保护浓厚氛围。
专题中还开设评论专区，大学生群体踊
跃参与热点版权话题探讨，精彩时评层
出不穷。宣传周期间发布的2024年度
湖南省打击侵权盗版典型案例，展示出
湖南版权执法部门查处侵权盗版案件
的工作成果。

湖南各地版权管理部门也积极作
为，开展丰富的版权宣传活动。长沙市
版权局召开版权知识培训会，邀请专家
学者、业界大咖分享“DeepSeek如何赋
能工作和生活”“AI大模型在数字版权
保护中的应用”等干货课程，生动阐释
人工智能与版权的密切联系。衡阳市版
权局联合市中级人民法院等部门签署

《知识产权司法行政协同保护合作备忘
录》，建立健全联席会议机制、信息共享

机制，全面推进协同保护，努力营造尊
重创新、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株
洲在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术学校召
开民间文艺版权保护宣传交流会，增强
民间文艺工作者的版权保护意识。岳阳
发布打击侵权盗版典型案例，开展非遗
市集、文创手工、绘画大赛等特色活动，
与中国移动公司合作定制世界知识产
权日版权科普信息。

在湖南省版权局的指导下，湖南省
版权协会制作刊播公益视频《拒绝侵
权，让尊重版权成为一种习惯！》，以情
景剧生动串联版权知识；联合湖南农业
大学开展版权宣传进校园活动，通过专
题讲座、现场答疑、发放宣传手册等环
节，动员大学生群体关注版权、运用版
权。株洲市版权局联合市中级人民法
院、市市场监管局等单位走进嘉德、金
山科技工业园，开展版权政策宣讲；组
织雅礼实验学校师生开展版权纠纷案
件庭审旁听，加深青少年群体对版权知
识的理解。永州组织志愿者将版权知识
转化为三句半、零陵渔鼓等非遗节目，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将版权宣传抵
达田间地头。

据统计，宣传周期间，湖南新湖南、
红网、华声在线、风芒等平台累计推出
专题报道百余篇，室内外电子屏刊播宣
传海报、视频等7万多次，发放版权知识
手册4万余份，接受群众咨询2万余人
次，版权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

版权“湘”味飞入百姓家
□本报记者 赵新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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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法
理争鸣”高校版权
辩论赛决赛在武汉
举行。

长江网 供图

▲微短剧《版权崛起之“针”锋相对》视
频画面。 河南省版权局 供图

▲“优秀版权企业全省行”巡讲活动无锡
站活动现场。 主办方 供图

“守护民间文艺之魂 共筑版权保护之基”
活动现场。 主办方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