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工信部公示了《2022年度绿色
制造名单》，我市中石化安庆分公司等5家
企业获得国家级绿色工厂认定，市经开区
获得绿色工业园区认定，钟南人防的高效
静音轴流风机产品获得绿色设计产品认
定，标志着我市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又上了
一个新台阶。（《安庆晚报》2月17日）

绿色低碳，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
连着蓝天白云，面对旧动能、重污染，产
业结构优化是必行之路。为此，我市立
足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建设绿色制造体
系、激发产业动能、推动技术改造，多措
并举支持工业企业绿色发展。绿色，正
成为安庆发展最亮眼的底色。

工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也是能源消耗及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
领域。随着行业安全环保法规的严格
执行，可持续的绿色发展越来越成为企
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企业
不能以追求经济效益为最高目标，必须
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着力挖掘绿色增长潜能，将先进
的绿色工艺技术、管理理念注入传统产
业，建立低耗高产的制造体系，促进自
身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实现绿色可持
续发展。

环境变化问题正在改变市场竞争的
商业环境与格局，不仅影响企业的自身
运营，更影响企业的供应链和市场需
求。这就要求我们的企业准确识变、科
学应变、主动求变，坚持生态优先，将绿
色发展理念融入生产经营的实际行动
中，着力推进节能和绿色制造体系建设，
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在节能减排、资
源循环利用、能源梯级转换、产业持续发
展、生态治理等领域有所作为，蹚出一条
科技攻关、绿色生态发展之路。

绿色发展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
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
策。愿已上绿色制造榜的企业保持定
力，继续巩固绿色发展成效，深挖绿色增
长空间，推动工业绿色发展。其它企业
加快绿色发展步伐，持续开展绿色低碳
升级改造，积极打造绿色工厂、绿色产品、
绿色园区，让绿色制造在我市活力四射。

让绿色制造活力四射
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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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老师被指侵占学生雕塑冒
名参展一事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据
报道，3月1日，已经退休的原湖北美
术学院老师黄勇被曾经的学生网络
实名发文，指控他侵占自己的雕塑作
品、冒名参展，把此作品作为代表作
进行网络宣传。

对此，黄勇称，这件作品是在他
指导下完成，署名权确实属于陈亮，
自己在原作基础上二次创作了新作
品，“哪怕只动了一刀也是新作品，跟
陈亮的不是同一件。”目前，湖北美术
学院已就此成立专班进行调查核实，
有关情况将适时公布。

动一刀是不是新作品？需要辩
证地看待。

古人有一字师之说，也有“听君一

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慨。贾岛也
曾为“推”“敲”费劲心力，即便是绘
画，也还有画龙点睛之笔的传说。这
些都说明一字、一画或者一刀有时候
确实很重要，能够大幅度地提高作品
的质量。

但是，是不是动一刀就是新作
品？这样的说法未免有些偷换概念、
以偏概全。大多数情况下，动一刀对
于作品的提高，作用有，但不会太
大。如果这样也是再创作，那天下就
没有剽窃一说，论文也没有查重的必
要。相信每一位剽窃者至少都“动了
一刀”——至少改了作者的姓名。动
一刀等于再创作之说，基本上是在掩
耳盗铃，为剽窃者打开一张似是而非
的遮羞布罢了。就像当年孔乙己说

“窃书不为偷”一样。
据说陈亮创作时，作为课程老师

的黄勇给过建议和指导。但这是一
个老师的本分——师者，传道受业解
惑也。如果老师给过建议就能不经
作者许可，将作品据为己有，从此学
生就再也没有作品了。反过来，如果
老师在课堂上从不或者不能给学生
指导和建议，那课堂上也不需要这样
的老师了。老师尽本职和再创作也
是有区别的。

实际上，不仅多位老师，甚至连
黄勇都承认“署名权确实属于陈
亮”。而署名权是著作权中最基本的
权利，作品的著作权属于谁不言自
明。根据《著作权法》等相关规定，除
非在法定的“合理使用”范围内，否则

未获得作者许可，以二次创作的方式
拿去商用，均构成侵权。

知识产权利用的核心是授权许
可。在对方不知情、未授权的情况
下，如果黄勇只是在原作上简单地

“动一刀”就署上自己的名字拿去参
展、宣传、售卖，显然侵犯了陈亮依法
享有的著作权。

在知识产权日益受到重视的今
天，事件调查和处置结果，一定程度
上也会影响到个人道德标准、社会风
气以及创新创造的氛围。这不是动
一刀或动几刀的问题，也不是一个越
不越过道德底线的问题，而是体现了
对知识产权是否尊重、对法律是否敬
畏、有没有违法的问题。希望这样的
事件和新闻越来越少。

“动一刀就是新作品”是诡辩
陈超

今年，桐城市将推动养老服
务提质增效作为开好局、起好步
的硬举措、硬任务，把持续深化
“一改两为”、全面提升工作效能
落到实处，真心实意为民办实事、
为养老事业谋发展。(《安庆晚报》
2月22日）

银发浪潮汹涌而至，老年时
代悄然降临。数据显示，我国 65
岁以上老人占比十分之三，其中
患有慢性病的老人近两亿，失能
半失能老人约4000万。很多大病
康复期、慢性病老人往往无法在
传统养老模式中得到良好照料。
伴随独生子女倒金字塔形养老困
境的叠加，我们已然面临养老问
题的严峻考验。日前，国家卫健
委等十一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
一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指导意
见》，提出促进医养结合发展的具
体举措，倡导多元供养，推动养老
事业走深走实走心，进一步满足

老年人健康和养老服务需求。可
谓消息利好，人心大快！

推进医养结合，要重点关注
居家养老的需求。要支持有条件
的医疗卫生机构提供上门服务，
推动家庭病床、健康管理、药物配
送、上门巡诊等服务落地落实，将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作为居家养老
医养结合的重要抓手，提升签约
服务质量。要探索利用信息化手
段为居家老人设置远程心电监测
设备、床头一键呼叫器等智能终
端。同时，要将服务延伸至社区，
设法整合卫生服务中心、养老机
构护理站等分散性的医养资源，
做好服务衔接。如改扩建一批医
养结合服务设施扩展服务、积极
推动政府购买家政照顾等，为老
人提供保健、诊疗、护理、康复、
心理、精神等各方面的支持，开创
就医绿色通道，构建15分钟社区
医养结合健康养老服务圈。

我国养老规模庞大体系繁
杂，倡导养老方式多元发展，多
层次多样化医养结合服务是应
有之义。要探索打造居家养老、
社区养老、机构养老、抱团养老
相互协调相互完善的多元供养
模式，积极申报涉老项目建设，
推进养老机构提升改造和社区
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
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有效供
给，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
老服务需求。

最美桑榆景，人间重晚晴。
养老始于家庭终于社会，关系到
伦理和价值，决定着安全感和幸
福感，更关乎社会和谐稳定。因
此，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是
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医养结合多元供养推动养老事业走深走实
王老实

据3月1日
《工人日报》报
道，近日，工信部
印发《关于进一
步提升移动互
联网应用服务

能力的通知》，要求向用户推荐下
载APP应遵循公开、透明原则，真
实、准确、完整地明示开发运营者、
产品功能、隐私政策、权限列表等
必要信息，提供明显的取消选项，
经用户确认同意后方可下载安装，
保障用户知情权、选择权。近年
来，智能手机带来便捷的同时，不
断衍生出新问题，比如电量焦虑、
信号焦虑、内存焦虑等。其中，内
存焦虑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些APP
用“强制捆绑”“静默下载”等方式，
“藏进”了用户手机。（作者：罗琪）

强制捆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