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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从仿制到原创，“汉服之乡”华丽转型
孙韶博

黄河水奔流不息，齐鲁大地机杼声声。
在被誉为“汉服之乡”的山东曹县，汇聚

了 2500 余家汉服上下游企业、8.7 万个网点，
汉服销售额占全国市场份额一半以上，目前
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原创汉服产业集群。

飞针走线织就繁华，谁能想到这里曾经
一度陷入抄袭漩涡的困顿——

司法破局

2022 年 5 月，山东省成武县人民法院开
始跨区域管辖曹县、单县、菏泽市定陶区、成
武县四县区部分知识产权案件。半年间近百
起汉服侵权纠纷接踵而来，被告皆为曹县商
户，原告却无一是本地人。

“我们辛辛苦苦两三个月的设计，你们拿
来就用！”2022 年 8 月，在一起汉服纹样著作
权侵权案件中，浙江杭州一家汉服企业负责
人俞某道出了汉服产业高速发展下知识产权
保护的巨大隐痛。

彼时的曹县，80%的汉服商户是家庭作
坊，“接单仿制”是普遍模式，版权意识几
近空白。

根治汉服仿制侵权乱象，迫在眉睫。
经过广泛调研和工作探索，2024 年 3 月，

成武法院向曹县人民政府提交了汉服侵权现

状及解决路径专项报告，直指病灶。
在这场以司法为主导、多部门协同的“突围

战”中，成武法院多管齐下：通过“汉服知识产权
保护绿色通道”，对涉汉服案件优先立案、快速
审理；将法庭“搬”到汉服产业一线，让庭审现场
变成法治公开课；发布白皮书及典型案例，为行
业划清法律红线；开展企业风险防范培训，精准
预警商标、著作权风险；提出建立商标侵权市
场预警机制的司法建议，相关部门通过微信
群、公众号等渠道常态化发布预警信息，助企
避损超千万元……

此外，依托“11235”联调机制，成武法院知
识产权保护中心联动市场监管、文旅等 12 个部
门及行业协会，开展梯度式企业司法服务。推动
13 家曾涉侵权的汉服生产企业建立合作，盘活
侵权库存 2 万余件，挽回经济损失 900 万元，促
使商家从“侵权者”转变为“合作者”。

截至 2024 年末，曹县汉服侵权案件量下降
30%，本地原告从零突破，占比连年攀升，商户版权
意识逐渐增强，“接单仿制”正向“原创设计”转型。

柔性调解

在保护创新的同时，审理知识产权案件也
要兼顾民生。

2024 年初，曹县原创设计师安某的织金马

面裙成为爆款，旋即被十余家小作坊仿制，销量
腰斩。安某诉至法院。

“知识产权案件一般引导权利人向生产商
主张权利，打击源头。但曹县汉服生产者主要是
家庭作坊，员工多为留守妇女，简单严惩可能断
其生计。”承办法官苗雪莹考虑说。

对此，成武法院创新采用“分类+许可”
柔性调解模式：对已停售的小作坊，引导权利
人豁免赔偿；对有侵权库存的商户，积极促成
版权许可；对具备一定生产能力的，则牵线搭
桥，促其转化为权利人的正规代工合作伙伴。
最终，在安某一案中，成功盘活侵权汉服库存
2000余件。

“以前我们只做上衣，现在有了版权许可，
能接整套订单，工人也多了，效益也翻番了！”一
位成功转型的汉服企业负责人赵某感慨道。

数据显示，20%的权利人也通过此模式拓
展了产品线，侵权危机化为合作商机。

专家赋能

在推进“分类+许可”调解模式的过程中，
成武法院发现新症结：80%的案件仅追回合理
开支，但商户为取证往往需投入数月时间。

“去年有个案子，双方为了证明 2000 元的
损失，光公证费就花了 4000 元。”法官杨晟斌翻

着案卷摇头道，“这就像用金斧头砍柴，解决纠
纷的成本比损失还高。”

这显然不是处理问题的最优解。如何能够
低成本、快速解决纠纷，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投
入到新的产品研发上？

成武法院想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汉服
协会。

一般来说，著作权侵权案件主要有两大争
点：独创性认定和赔偿数额确定。对于解决这两
个问题，汉服协会有绝对的优势。

“汉服协会有行业专家，能够帮助鉴定汉服
的花纹图案设计是否具有独创性。同时，汉服协
会对汉服行业的利润率掌握精细，在汉服设计
侵权进行赔偿时也可以提供合理赔偿意见。”曹
县汉服协会会长胡春青说道。

于是，成武法院联合汉服协会，选聘资深设
计师、电商专家组建“专家调解团”。“专家调解
团”利用行业经验快速认定作品独创性、核定合
理赔偿，将调解周期从平均 30天压缩至 7天，调
解成功率和自动履行率均达 100%，真正实现

“纠纷化于业内，精力用于创新”。
汉服的华彩，不应埋没于仿制的阴霾，而应

绽放于创新的原野。
如今，在黄河奔涌的涛声中，曹县的机杼

声正谱写着新曲，奋力织就一幅保护创新、温
暖民生、护航发展的法治锦缎。

六月的晨光刚爬上村口的榕
树，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斗山人
民法庭法官刘伟的车已朝着都斛
镇某西村村委会驶去。车窗外掠
过成片的养殖鱼塘，增氧机在水面
打出圈圈涟漪。

可两个月前，这片鱼塘还是另
一番模样：塘埂上杂草疯长，水塘
里泛着青灰色，见不到半尾鱼影，
崭新的投饵机和增氧泵立在塘边，
叶轮上还缠着出厂时的保护胶带。

原来，2024 年 1 月，陶某与某
西等 10家经合社签订鱼塘承包合
同，承包近 2000亩鱼塘，承包期为
10 年。合同签订后，鱼塘一直空
置，陶某也拖欠着首年租金 320万
元。多次催缴无果后，经合社经民
主议事决定，将陶某的押金 320万
元转为租金，并进行分红。

今年 4月，因陶某未能重新补
交 320 万元押金、交付第二年租
金，经合社要求解除合同，并以全
部养殖设备抵扣违约金。

“没钱交租就赶紧撤场！”
“我不同意解除合同！”
都斛镇综治中心会议室里，陶

某和经合社负责人互不相让。
鱼塘收益，涉及全体村民的

合法权益。为有效调解纠纷，刘
伟组织双方当事人先前往案涉鱼

塘一探究竟。
“周边 5000亩鱼塘都是我在管，实在顾不过

来。”陶某的声音里带着无奈。
“农业生产最忌贪大求全，精力分散反而误了

主业。”刘伟蹲下身查看塘边的底泥，发现本该湿润
的滩涂裂出细缝。他拍了拍陶某的肩膀，从市场
风险讲到止损时机，劝导陶某不要顾此失彼。

陶某松口同意解除合同，但坚持要拆走设备：
“这些是我花 120万元置备的，凭什么留给他们？
而且当初鱼塘周边环境很差，经合社清理了好几
个月，导致鱼塘延期交付，这笔账又该怎么算？”

听罢，经合社负责人急了：“鱼塘早就清理好
了，是你自己迟迟不进场。而且设备放在这里一
年，折旧费呢？”

眼看双方要吵起来，刘伟赶紧劝停，详细解
析经合社延期交付鱼塘、陶某因主观原因延迟入
场、陶某未依时交付租金等法律行为，并根据民
法典关于违约损失赔偿的相关规定以及双方当
事人的过错程度，指出经合社可以要求陶某支付
一定的违约金。

“但是违约金不能超过实际损失的 30%。”刘
伟强调。

“那怎么办？”每多拖一天都是一天的损失，
重新发包又还需要时日，经合社负责人眉头紧
锁，急得在原地直跺脚，“要是有这批设备加持，下
一轮招标工作可能更顺利些……”

原来，经合社要求全部养殖设备抵扣违约
金，是看中了这些设备的品质。这与陶某计划转
让设备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此刻陶某心有怨气，
并不愿意将设备转让给经合社。

“拆除、运输这批设备还要额外花不少钱。”
发现突破口后，刘伟迅速调整工作思路，从情理
角度缓和陶某对抗情绪，并通过换位思考，给陶
某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困难，提议将设备降价转让
抵扣部分违约金，“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

看着陶某的态度有所缓和，他转向经合社负
责人：“新承包人看到现成的养殖设施，租金说不
定能再往上提提。”

双方低头若有所思，刘伟接着说道：“法律解
决的是是非，但生意要算长远账。”这句实在话打
动了双方。经过三轮议价，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
议——解除合同，陶某将设备作价 80万元转让给
经合社，并当场补交了 2025年欠付的租金。

6月初，2000亩鱼塘已成功发包并重新投入
运营，经合社收到租金，第一时间要向陶某支付
80万元设备款。

基层纠纷就像鱼塘的水，看着浑浊，只要找
准源头引清流，总能拨云见日。据统计，2024年
至今，斗山法庭调撤案件 476件，调撤率达 42.3%；
583件案件成功调解并获司法确认，大量矛盾纠
纷止于未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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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
河北省赤城县人
民法院在“霞城利
剑”涉金融机构案
件集中执行行动
中，成功查封本地
一家矿业公司的
现存设备。据了
解，该矿业公司欠
胡某等12名农民
工工资多年，至今
未给付。因公司
已停工停产，涉案
设备存在转移风
险，执行干警根据
当事人提供的线
索，前往该矿业公
司设备所在地，查
封了现存设备。

图为法院干
警正在查封涉案
设备。

周 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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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华两级法院：走进复工生产线

◀近日，浙江省金华市两级法院法官与破产管理人走进一家刚完成
重整的浙江省重点机床制造企业，对其重整成效进行回访。

在回访现场，法官与管理人实地查看了企业复工后的生产线，与企
业负责人、职工代表座谈了解经营现状。目前，企业已恢复机床研发生
产，重整后订单正陆续交付，昔日的行业标杆正重焕生机。

图为企业相关负责人向法官介绍经营现状。
饶晓丹 罗 丽 摄

河南孟州市法院： 回访地坑窑院
▲河南省孟州市苏庄韩家寨地坑四合院为韩愈后人所盖，是一处

清代建筑的砖券式四合地坑窑院，是当地罕有的文化遗产。近年来，由
于受人为因素和自然灾害等影响，部分墙体和建筑遭到破坏，为有效保
护好该项文物，前不久，孟州市人民法院向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放司
法建议，强化回访督导和法律宣传，守护好历史文脉。

图为6月16日，孟州法院干警来到该地坑窑院，对建议落实情况
进行回访。 王卫芳 摄

四川白玉县法院： 公开审理盗伐案
▲近日，四川省白玉县人民法院在赠科乡盗伐林木案频发区开展

巡回审判。赠科乡森林蓄积量占全县的15%，近年来盗伐案件频发，
法官将庭审搬至案发现场，当庭判决被告人“伐一补五”并承担一年管
护，使惩罚直接转化为生态补偿，用“身边案”敲响警钟。

庭审结束后，法官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实际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讲解盗伐林木的违法性和法律后果，强调森林对生态与生活的重要意义。

图为庭审现场。
本报记者 姜郑勇 本报通讯员 启 呷 摄

⇨⇨上接第一版
“白鹤滩电站行政诉讼就是悬在头上的一

把 利 剑 。” 谈 到 2021 年 至 2023 年 在 四 川 省 凉
山 彝 族 自 治 州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挂 职 任 副 院 长 开
展 省 内 对 口 帮 扶 援 彝 工 作 ， 台 下 学 员 跟 着 刘
永 红 感 受 了 四 川 法 院 人 坚 守 司 法 底 线 办 理 涉
国 家 “ 西 电 东 送 ” 重 大 项 目 工 程 案 件 的 坚 毅
和果敢。

刘永红说，“世上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
碰巧的成功，迎难而上一定会有意外的收获。当
时主动请缨到案发地前沿工作，想从源头处理好
批案，避免行政审判压力进一步增加，没想到这
个工程贯穿着帮扶工作始终，远超出毛遂自荐时
的预期”。

多少个夜晚，熬夜梳理、研究、指导案件
后，她顶着晕车穿梭在库区、移民安置点、迁建
集镇等山路间。“凉山州府西昌又称月城，也是
热门旅游城市。12 点后的深夜，我独自驾车从
专案组返回住地时，独自享受无比宁静的马路、
皎洁的月亮，内心莫名会涌起一股强烈的豪迈
感，因为我们用法治力量守护司法公信和库区移
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这 种 豪 迈 ， 驱 使 着 刘 永 红 转 岗 少 审 庭 后
“心底充满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自我价值感”。
作为法院老兵、少审新兵，她深情讲述了四川
高院少审庭成立一年多来，在办理一个个案件
中思考和开展社会治理工作，以同理心为当事
人及时止损等感悟。“少审庭真的很能锻炼人，
我们也需要不断武装心理增强抗压力，以排解
每天接触的那些社会阴暗面。”引发台下学员会
心一笑，她说，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照亮
别人的灯塔，我们每天在一个个案件中为找到
公平正义的最大公约数奔走忙碌，修复社会关
系 ， 参 与 社 会 治 理 ， 创 造 价 值 和 实 现 个 人 价
值，我们为之自豪。

顾 薛 磊 从 事 少 审 工 作 20 余 年 ， 曾 在 全 国
首 家 少 年 法 庭 担 任 庭 长 ， 审 结 涉 少 案 件 2000
余件，无一错案，热心帮助困境未成年人 300
余 人 ， 审 理 了 全 国 首 例 第 三 人 对 未 成 年 人 财
产 监 管 等 案 件 ， 推 动 立 法 完 善 ， 先 后 荣 获 全
国 优 秀 法 官 、 上 海 市 优 秀 共 产 党 员 、 上 海 十
大 杰 出 青 年 、 上 海 法 院 邹 碧 华 式 好 法 官 好 干
部等荣誉。

1997 年大学毕业后，顾 薛 磊 进入上海市长
宁区人民法院工作，1999 年开始做少年审判。
他的师傅用“一顶蚊帐的故事”告诉他如何对
待每一个当事人：上世纪 80 年代末，一名未成
年被告人因犯盗窃罪被他的父母拒之门外，我
们的“法官妈妈”把他安置到临时基地，因为
条件艰苦，“法官妈妈”就把口罩拆成一片一
片，为他缝制了一顶爱心蚊帐……“爱岗尽职
的敬业精神、探索创新的开拓精神、勤奋学习
的钻研精神、群策群力的团队精神、淡泊名利
的奉献精神等五种精神，成为长宁区法院少年
庭一代代法官的第一堂必修课。”

台下的一双双眼睛无不为这镌刻在岁月里的
担当而闪耀着光芒。

“在工作中要有一颗敢于创新的雄心。”顾薛
磊带着大家回顾了 1984 年以来长宁区法院的历
史，也是新中国少年司法起步的历史，“长宁区
法院时任领导遇到了重重困难，但毅然提出，

‘就算被撸掉乌纱帽，也要成立少年犯合议庭’！”
谈起全国首例第三人财产监管案等典型案

例，他说，在办案过程中要有一颗追求卓越的
心，邹碧华副院长在长宁区法院时每年都与年轻
法官座谈，“他要求，少审法官要精心办好每一
个案件，要善用我们手中的判决来维护孩子们的
合法权益”。

“顾庭长就是中国少年司法制度创新的改革
者本人！”台下的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监督第二庭副庭长赵军蒙很是感慨，“邹碧华
主编的 《法庭上的心理学》 里就有这个变更抚养
案例，没想到今天遇到作者本人了！”

“有人说，时间在流逝……我想说，流逝的
是我们。”在邹碧华的原声视频里，顾薛磊结束
了发言，屏幕定格在“一定要做一名有良心的法
官”的燃灯者精神，也久久定格在 200 多名学员
的心灵深处。

孟焕良作为第三位主讲人，有着法学本科、
新闻学硕士的复合型学历背景，曾先后深度参与
40 多位先进典型的采访宣传和组织表彰。她用
张丹丹、许新霞、“南浔三代法官妈妈”的故
事，向学员们讲述了“浙里春风”省域少年司法
品牌的长期主义。

“待年老时，我希望记住的是帮助过多少
人，而不是我宣判过多少个罪犯。这是我对法律
精神的理解。”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法
官张丹丹自 2007 年开始“女法官的实验”——
自己出钱邀请外省家长来浙江看望被她判刑的孩
子。孟焕良第一次被少年审判人“以身入局，胜
天半子”而深深打动。

她又深入采访了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
院法官许新霞，其将少年司法从理念到外观体系
化、成建制推进，于 2013 年构建少年司法“三
重门”理念：圆桌审判的柔性司法、帮教中心的
人性帮扶、法治基地的理性启迪。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自 2003 年建
院，接力坚守“法官妈妈”品牌，坚持传承法治
副校长工作，至今 22 年从未间断。“这是一种深
耕品牌的长期主义，也是一代代少审法官赓续前
行的缩影。一代代少审法官探索践行恢复性司
法、儿童友好司法、融合司法等一个个亮点，构
建起中国少年司法品牌。”

全场掌声响起。在场的每个人都找到了一个
比自我更大的东西，一起望向同一个方向，朝着
同一个顶峰攀登。

这是一场精神的加冕，更是一次使命的接
力。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赵宏很是
感慨：“榜样的故事是燃烧的火炬，照亮我们少
年审判。少年审判不是多么高超的法律分析，而
是要坚守法官的良心。”

“温暖是少审的底色。”
“向榜样学习。”
……
此刻，国家法官学院渐渐被夜色笼罩，而少

审法官心中的明灯，正被这些故事次第点亮，在
这“以法之名，守护少年”的漫漫长夜里，汇聚
成一片璀璨星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