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线垂落
辅警“撑”出安全通道

本报讯（记者 赵明）国道上的
电缆线被大风吹落，半悬在空中的
线缆严重影响交通通行，就在过路
司机为堵车忧心时，一个身影出现
在车流中，他拿着竹篙撑起了垂落
的线缆。日前，这一幕，发生在湘
潭县云湖桥镇。

3月 28日中午时分，云湖桥镇
云湖桥村被大风席卷，一根横跨
320国道的入户电缆线被大风吹
下，半悬在国道上方，垂落线缆离
地最近不足半米。耷拉的电缆线
对国道通行造成严重影响，国道开
始出现车辆拥堵。

湘潭县公安局云湖桥派出所
的驻村辅警赵子军听说情况后，立
即赶往现场，首先疏导交通，他迅
速指挥过往车辆有序绕行，避免交
通混乱和事故的发生。同时，他联
系云湖桥供电站，详细汇报现场情
况，请求供电站尽快安排专业电工
前往现场处置。

在等待电工到来的过程中，赵
子军发现垂落电线可能带电，若不
及时处理可能给过往车辆和行人
造成威胁。他从附近找来一根竹
篙，用竹篙撑起电线，为国道“撑”
起更宽敞和安全的通道。十多分
钟后，专业电力人员赶到现场切断
了电源，并将垂落电缆线安全移
除，国道恢复正常通行，过路司机
纷纷对赵子军竖起了大拇指。

“高息套路”遇“反诈铁壁”
湘乡公安紧急止损38万元

本报讯（记者 刘建强 通讯员 李智）3月24日，湘乡市
公安局东山派出所接到大额取现预警线索，辖区内群众刘
女士（化名）正在银行取现38万元。民警火速赶往现场，并
将刘女士请回派出所了解情况。

原来，刘女士近期在网上结识了一位网友，对方以工资
结算资金不足为由，请求刘女士借给他 38万元现金应急，
并承诺会给予高额利息作为回报。刘女士信以为真，于 3
月24日上午瞒着家人到银行取出了这笔钱，并计划下午将
钱交给对方。

听了刘女士的讲述，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电信
诈骗案件。民警立即对刘女士进行劝说，但刘女士坚信自
己没有被骗。为了阻止她受骗，民警们耐心地对其进行反
诈宣传，通过诸多真实发生的电信诈骗案例，详细剖析骗子
的惯用手段和套路。

经过民警们的劝说，刘女士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随后，刘女士在民警的陪同下，将 38万元现金重新存回了
银行，避免了财产损失。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网络交友需谨慎，涉及钱财交易务
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陌生人的高额回报承诺，如遇可疑情
况，应及时联系警方或银行进行核实，守护好自己的“钱袋
子”。

本报讯（记者 刘建强 通讯员
唐新林）近日，一桩因务工意外摔成

“植物人”而引发的提供劳务受害赔
偿纠纷案件，在湖南众擎律师事务所
的积极介入与专业努力下，伤者家属
成功争取到了高额赔偿，律所也获得
了家属的高度认可。

伤者章某年近六旬，于一年前正
式退休并开始领取社保工资。然而，
退休后的章某并未选择安逸，而是出
于贴补家用的考虑，前往岳塘区个体
工商户李某处从事物流搬运工作。
不幸的是，2024年 11月底的一天，章
某在搬运过程中不慎滑倒，头部因未
佩戴安全帽而遭受重创，当场陷入重
度昏迷。经紧急送医救治，章某被诊
断为头部多处骨折引发的颅脑重型
损伤，处于持续性植物状态。

由于章某是在退休后从事的搬
运工作，其所受伤害无法被认定为工
伤，只能依据提供劳务受害的侵权责
任进行赔偿。然而，由于现场缺乏监
控记录，也没有目击者能够明确说明
事发原因，这使得章某家属在追责过
程中面临重重困难。即便要通过法
律途径维权，也必须先经过人身损害
司法鉴定认定伤残等级，而根据伤残
鉴定相关规定，对于植物生存状态的
鉴定需等待受伤一年后，确认无法苏
醒方可进行。

面对这一困境，章某的妻子于今
年初找到了湖南众擎律师事务所的

潘旭和车兴律师，请求他们提供法
律援助。两位律师在接受委托后，
迅速对案情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并展开全面的调查工作。通过现场
调查走访，律师们发现该个体物流
托运站虽登记为李某个人经营，但
实际上由李某夫妻共同经营，因此
李某夫妻均应对章某的伤情承担相
应的责任。此外，律师还发现托运
站在工作中未配发安全劳保用品，
也未督促搬运工佩戴安全用具，存
在明显的安全管理漏洞。

在收集到充分证据后，律师们
立即通过法院医疗费用先予执行的
绿色通道进行了诉讼立案，并成功
冻结了相关责任人员的财产。这一
举措极大地改变了托运站相关责任
人的态度，他们开始积极支付治疗
费用，并表达了通过谈判解决赔偿
问题的意愿。考虑到诉讼过程可能
漫长且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律师们
建议伤者家属优先考虑通过谈判解
决赔偿问题。在随后的多轮谈判
中，律师们凭借扎实的证据分析、精
准的责任研判以及专业的法律知
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有理有据
的说服工作。

最终，在权衡利弊后，双方达
成了赔偿协议，赔偿数额远远超
出了同类非工伤、伤者存在过错
的提供劳务受害赔偿案件的判例
标准。

律师说法

一、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区别
劳动关系是指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和个体经济组织（统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个人之间，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接受用
人单位的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成
为用人单位的成员，从用人单位领取报酬和
受劳动保护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在实际生活
中，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
现象相当普遍，但只要双方实际履行了上述
权利义务，即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劳务关系是劳动者与用工者根据口头或
书面约定，由劳动者向用工者提供一次性的
或者是特定的劳动服务，用工者依约向劳动
者支付劳务报酬的一种有偿服务的法律关
系。

退休人员已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达到法
定退休年龄后，与原单位或新单位的用工关
系不再属于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或雇佣
关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的前
提是存在劳动关系，而劳务关系不受劳动法
调整，因此无法适用工伤保险制度。

二、提供劳务中受伤怎样维权
在劳务工作中受伤的，可依据《民法典》

中关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的规定，
向雇佣单位主张人身损害赔偿，包括医疗费、
误工费、护理费等。若受伤是因单位过错（如
未提供安全保障），单位需承担全部或主要责
任；若劳务人员自身存在过错（如违规操作），
可减轻单位责任。

异地联动执行
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本报讯（记者 李涛 通讯员 焦勇）“喂！法官！涉案车
辆在张家界被其他案外人扣押了，我们正在确定具体位置，
你们能帮我们执行回来吗？”日前，接到申请执行人湖南某
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电话后，岳塘区法院承办法官迅速
采取行动。

2023年7月，邮政银行湘潭市分行与田某签订《个人购
车借款及担保合同》，约定该行向田某提供贷款20万元用于
购车，并约定还款期限、年利率等。合同签订后，田某以所
购车辆作抵押担保，办理了抵押登记。但是，银行依约发放
贷款后，田某未按时还贷，截至2024年5月，尚欠贷款本金、
利息、罚息共计11万余元。

2024年 5月，湖南某服务公司与邮政银行湘潭市分行
签署协议，受让了上述债权及附随的担保抵押权，并依法
书面通知了田某。此后，湖南某服务公司提起诉讼，法院
判决田某向其还款，并确认了该公司对抵押车辆的优先受
偿权。

该案进入执行后，岳塘法院依法查封田某名下车辆，但
因该车辆长期在外地而未能实际控制。此次，承办法官根
据湖南某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的线索，第一时间联系并赶往
张家界市永定区法院，请求协助对涉案车辆进行扣押。

此时，涉案车辆正寄存于永定区一处偏僻山上的农户
家中。负责保管的案外人拒不配合法院执行，且不愿意交
出车辆钥匙。两地法院执行干警一同到达后，发现山路崎
岖，树木杂草丛生，即使联系拖车也无法进入山区，承办法
官决定“智取”。

在向案外人释法析理过程中，由于语言沟通不畅，永定
区法院执行干警积极补位，用当地方言与其沟通协调。最
终，案外人同意配合执行，交出了钥匙。随后，执行干警将
涉案车辆扣押回法院，移送司法拍卖。

破 题

当纸影戏遇上知识产权

在湘潭升平轩纸影博物馆，省级
非遗传承人吴渊轻抚着泛黄的皮影
道具感慨：“一副挑子、三个人就能唱
戏的时代过去了，但数字时代的传承
需要新答案。”这份清醒认知，与湘潭
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的探索不谋而合。

作为湖南省首个知识产权学院，
该院自2023年起启动“焕遗”项目，搭
建一站式非遗 IP授权交易平台。项
目选取湘潭纸影戏作为样本，背后考
量极具深意。“纸影戏兼具艺术价值
与产业开发潜力，其角色造型、剧目
脚本、表演程式等元素，恰是 IP开发
的富矿。”邹琳教授指出，选择本土非
遗既能深挖本地文化基因，又能通过
知识产权法学理论与传承实践的结
合，破解非遗“确权难—授权难—维
权难”的痼疾。

这一选择暗合国家战略。2021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非物
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我们不
仅要让影偶动起来，更要让文化权益

‘立’起来。”项目负责人谢昀霏说道。

解 法

法律框架下的非遗创新方程式

在非遗领域，权属问题始终是产业化最
大掣肘。吴渊坦言：“传统技艺多是集体智慧
结晶，突然说某个影偶版权归谁，确实难界
定。”这种困境直接导致侵权行为频发——某
地曾出现纸影元素被商业机构擅自用于文创
开发却难以追责的案例。

“焕遗”团队给出的解决方案极具系统
性：在确权环节，平台代理传承人进行 IP开
发、产权登记，将抽象文化资源转化为具象知
识产权；在授权环节，拟定专业授权许可合
同，规避权利交易纠纷；在维权环节，建立侵
权监测系统，提供法律咨询与诉讼支持。

“我们像给传统文化做‘产权体检’。”团
队成员说，这种模式为其他非遗项目提供了
参考，确保非遗作品在产业化过程中，传承人
的权益得到保护，企业能安心投入资源进行
开发。

裂 变

从“戏台”到“元宇宙”的价值跃迁

确权仅是起点，如何让千年非遗焕发
新生？邹琳教授解释，非遗 IP授权不是简

单的“贴牌生产”，而是通过知识产
权制度设计，让传统文化基因在现
代产业链中实现价值倍增。目前，

“焕遗”团队正着手构建多维开发矩
阵。

湘潭纸影戏项目与湘潭大学、湖
南科技大学等高校建立了产学研合
作机制，设立非遗传习基地，为非遗
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结合AR技术
打造“纸影戏虚实交互剧场”，让大众
能够线上观看和参与纸影戏的表演，
增加参与感；引入现代设计理念，将
传统纸影与现代故事、流行文化相结
合，开发出如《狐假虎威》《葫芦兄
弟》等纸影剧以及《纸影家族》等文创
产品；利用数字化技术，对纸影作品
进行采集、存储和展示，通过微信表
情包、动漫、游戏周边产品等形式进
行传播，实现非遗的 IP化；通过发行
限量版NFT影偶，拓展元宇宙场景下
的文化消费……

这种创新并非摒弃传统。在升
平轩纸影博物馆里，湘潭大学机械工
程与力学学院的傅艳翔老师正带领

“00后”学生跟着吴渊学习刻纸、敷
彩、缀结等古法工序，“没有原汁原
味的传承，创新就是无根之木。”傅老
师强调。

拓 界

青年力量重塑文化传承生态

项目背后，一支跨学科青年团队引
人注目：知识产权专业负责产权架构设
计，计算机专业搭建区块链存证系统，
艺术专业重构视觉表达……“非遗活态
传承需要代际接力。”邹琳教授说，青年
不是被动继承者，而是主动转化者。

吴渊对此深有感触：“当初我因为担
心爷爷的技艺失传才接过他的纸影担
子，一路走来辛酸不是主要的，最难受的
是孤单。”令他欣慰的是，在“两个结合”
指引下，非遗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他
经常被邀请走进校园、社区开展传习和
推广活动，最近还将去英国开展展示交
流。同时，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正参与
到项目中来。吴渊说，“希望年轻一代
用他们的语言延续文化血脉。”

从乡野戏台到数字云端，从师徒相
授到版权登记，湘潭纸影戏的蜕变揭示
着非遗传承的时代逻辑：唯有以法治筑
牢文化根基，用创新激活传统基因，才能
让文化遗产真正“活”在当下。当更多

“焕遗”团队接棒前行，传统文化的未来
图景必将愈发清晰——那将是一个既保
有历史温度，又充满现代张力的新世界。

司法护营商
“零和博弈”转向“合作共赢”

本报讯（记者 李涛 通讯员 朱奕）当一纸腾房判决遇
上企业黄金发展期，该如何破局？湘潭县法院执行法官刚
柔并济，最终使双方从“零和博弈”转向“合作共赢”。

2020年，钱某通过司法拍卖以物抵债程序，取得某商
铺所有权。由于占有人某企业尚未搬离，钱某诉至法院，
要求企业立即腾房并支付占用费。官司经历一审、二审，
双方陷入持久的“拉锯战”。后钱某胜诉，并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执行法官调查发现，该企业为本地制造企业，发展前景
向好，若强制腾退，将面临营业障碍。申请人虽手握胜诉判
决，但商铺短期内难以另寻稳定租户，强行清场可能让商铺

“有价无市”。执行法官秉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从纾解企
业困境出发，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面对面磋商。

刚开始，双方分歧较大，执行法官不断释明利害，积极
寻找利益平衡点。功夫不负有心人，双方最终达成租赁和
解协议。企业负责人感慨道，“法官算的不是‘眼前账’，而
是‘长远账’，原以为要经历伤筋动骨的搬迁，没想到法院帮
我们排忧解难了。”

“和解协议既保护了申请人的胜诉权益，也保障了被执
行企业的正常经营。”湘潭县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
以“放水养鱼”的司法智慧涵养市场活水，以“春风化雨”的
司法温度护航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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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建设平安法治湘潭

主办：中共湘潭市委政法委员会
协办：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

非遗 IP“上户口”：

千年纸影在“00后”手中“闯江湖”
——湘潭大学团队为纸影戏披上“法律铠甲”

本报记者 刘建强

近日，湘潭大学知识产权

学院邹琳教授团队与省级非遗

“湘潭纸影戏”签署著作权登记

代理合同，为角色形象“武将

（岳飞、金兀术）”完成法律确

权。这一动作不仅标志着我市

非遗保护迈入法治化新阶段，

更意味着传统文化基因正通过

知识产权制度设计，在现代产

业链中实现价值裂变。

从确权到开发、从授权到

维权，一场由高校、传承人与青

年团队共同推动的非遗复兴试

验，在湖南湘潭悄然展开。
吴渊（右4）与高校师生在研究纸影文创产品。（本报记者 刘建强 摄）

务工摔成“植物人”律师帮助获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