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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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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闻主题重大，立意高远。在国家经济转型升级进入关键期，“双创”青春潮涌的背

景下，系列报道深入解剖了大学生创业者典型李恒知识产权受侵害后两年辛酸维权之旅，

同时以强烈的问题导向，层层深入，多维度探析了新时期知识产权被侵维权成本高、高校

“双创”知识产权教育缺位、政府保护力量跟不上时代节奏等体制、机制性问题。 

新闻用脚采访，用笔还原。一次偶然交流中，曾经采访的大学生创业典型李恒流露出

的焦虑与无助引起了记者注意。李恒依托专利创业引来武汉市长愿做推销员，走向市场频

遭侵权之痛危及企业生存。记者先后走访近百人，涉及数十家创业园区、高校创业指导中

心、地方知识产权局、专利服务机构等。报道挖掘到了真实、鲜活、动态的第一手材料，

既有高屋建瓴的立意，也有触目惊心的故事描述，为创业者传递了“知识产权保护要跟上

‘双创’脚步”、“知识产权教育应成为大学生‘双创’的‘标配’”等热切呼唤。 

 

社 

会 

效 

果 

报道推动了制度建设。李克强总理对报道作出重要批示。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

批示，“加快推动专利法修订工作提高专利侵权赔偿标准，加大对专利执法的法律授权。”

国家知识产权局启动专题调研邀请本报独家参与，基于知识产权如何发挥在创新驱动发展

中的保障作用，探讨权利保护、制度性障碍。7 月 12 日，国务院常务会通过文件，要求设

立保护中心，实现快速维权。“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首次写入十九大报告和 2018

全国两会总理政府工作报告。 

报道维护了青年权益。本报首发报道后，国家专利复审委员会审理李恒公司专利“维

持有效”，李恒获得三年维权以来首笔赔偿，新申请专利近十项。报社总编辑张坤在官网

首页配发《维权背后的力度与温度》《理直气壮维护青年权益》等评论文章，进一步强化

了本报“服务青年成长、推动社会进步”的办报宗旨。 

报道产生了示范引领。团湖北省委联合省知识产权局 2018 年 3 月 29 日挂牌全国首个

大学生创新创业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在高教大省湖北，团湖北省委推出了全国首份“双

创”大学生知识产权保护调查报告；湖北省青年创业就业促进中心开出“双创”知识产权

保护第一课。国家双创战略软环境建设探索迈出重要一步。 

这是本报独家推出的系列报道，融合了微信微博和短视频等全媒体手段强化内容传

播，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等超过五百家（次）新闻网站转载了相关稿件。系列报道多

篇稿件获得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周奖。 



  ︵ 

初推 

评荐 

评理 

语由 

  ︶ 

报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敏锐地抓住了新时期国家经济转型升级进入关键期知识产

权保护这一重大课题，个案典型，新闻性强，解剖麻雀深入肌理，惨痛故事发人深省；问

题导向，脉络清晰，多维度调查研究体制机制性弊端和改革方向，呼吁政府部门从单纯资

金投入等硬件建设之外，关注双创“软环境”建设，富有前瞻性和建设性。 

更可贵的是，这组报道经记者和报社持续推进，引起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关注并作

出了重要批示，并推动了“双创”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建设。 

这是一组主题重大、可读性强、推动有力、温暖人心的系列报道；记者长达半年的追

踪坚持，也是深入“走转改”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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