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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首 席
记者 张亦筑 实习
生 冉罗楠）4 月 1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市知识产权局获悉，
为更好支撑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重庆市高价
值发明专利质量提升
行动方案（2022—2024
年）》（以下简称《行动
方案》）近日出台。《行
动方案》提出13条“硬
核”举措，力争到2024
年，全市高价值发明
专利创造、保护、运
用、管理能力持续增
强，力争实现“一个倍
增”“两个提升”“三个
突破”。

“一个倍增”，即力
争万人高价值发明专
利拥有量达到10件，
预计全市总量达到3.2
万件。“两个提升”，即
每亿元研发投入高价
值发明专利产出大幅
提升，达到16件以上；
每亿元GDP高价值发
明专利密度持续提升，
达到1件以上。“三个
突破”，即每家上市重
点培育企业、“专精特
新”企业、高新技术企
业高价值发明专利分
别突破 5 件、3 件、2
件；在渝高等学校、研
发机构、企业高价值发
明专利拥有量分别突
破8000件、4000件、2
万件；全市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登记金额突破
130亿元。

为实现上述目
标，《行动方案》从“强
化创新源头供给、提
高科技创新产出率，
强化专利确权服务、
提高发明专利授权率，强化专利转化运营、
提高发明专利实施率，强化存量专利动态监
测、提高发明专利维持率，强化海外知识产
权布局、提高海外专利占有率”五个维度，从
财政扶持、部门协同、市区联动、考核牵引、
统计监测等方面，提出了13条务实举措，为
创新主体提供了“政策包”“资金包”“工具
包”“服务包”，打出全市上下共同支持高价
值发明专利培育的“组合拳”。

比如在强化创新源头供给方面，采取“揭
榜挂帅”等方式，引导和支持龙头企业联合高
等学校、科研院所、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协同推
进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关键核心高
价值专利布局，力争到2024年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2.4万件，占全市发
明专利拥有量的50%以上。

在强化专利确权服务方面，建设中国（重
庆）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发挥快速审查、快速
确权和快速维权“三快”作用，实现新一代信
息技术等优势产业发明专利快速获权，推动
高价值发明专利审查周期压减至12个月以
内。开通专利申请和审查“绿色通道”，提高
高价值发明专利审查效率。

在强化专利转化运营方面，建设集知识
产权大数据服务、导航服务、交易服务、价值
评估服务、转移转化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知
识产权运营中心，鼓励科技型轻资产企业利
用专利质押实现融资，优先将知识产权质押
贷款纳入央行再贷款支持范围。

根据《行动方案》，市级相关部门还将
出台一系列支持政策，比如市级科技创新
专项资金、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重点用
于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高价值发明专利创
造；对开展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的创新主
体，择优给予最高50万元资助；对开展高
价值发明专利引进培育和转化运营的市级
综合性知识产权运营中心，给予500万元
建设经费引导资助，并按其运营金额的2%
给予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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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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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个子，皮肤黝黑，眼神坚毅，头
发已略微有些泛白。他就是被员工称
为“拼命三郎”的重庆市第六届劳动模
范、重庆冠宇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重庆冠宇”）副总裁林臻。
“劳动模范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

责任。”林臻说。目前，作为公司执行
副总裁和“林臻劳模和工匠（人才）创
新工作室”领头人，林臻正带领团队发
扬“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
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
精神，通过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快速
推进企业发展，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贡献更多的力量。

“勤”字为先 铸就劳模之根

“用心干事、善于成事”是林臻真实
的写照。林臻1990年参加工作，从最
开始的普通工人，到后来通过自学成为
技术骨干、知名外企的产品经理，再到重
庆冠宇副总裁，无论在什么岗位，他始终

“勤”字为先，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无论身处哪个岗位，对得起自身

所从事的工作，是最起码的职业道
德。”这是林臻刚上班时说的一句话。

从那时起，“勤”字为先就成了他坚守
的原则，在他心中没有节假日的概念，
一年的休息时间屈指可数。每个工作
日的夜晚，他的办公室里总是灯火通
明。

2018年，重庆冠宇落户万盛。林
臻从珠海来到重庆，以“拓荒牛”的精
神开启了一段新的奋进历程。林臻刚
到重庆的时候，重庆冠宇一号厂房还
未建成，条件艰苦，人才招聘极度困
难，也很难留住人才。于是，林臻带领
员工搭建临时办公场所，与每一个员
工面谈，打消他们的顾虑，说服他们克
服当下困境，留在冠宇。在林臻的带
领下，目前重庆冠宇已建成工厂4个、
在建工厂2个。

在重庆冠宇试产、量产过程中，林
臻以身作则，带领团队不分昼夜，全心
全意抓好各个环节，确保生产顺利进
行。他从项目管理到产品工艺流程都
严格把关，所有工作都围绕项目及产品
工艺推进，所有机制体制都围绕产品产
量及质量支持，保证产品的内在性能与
外在品质满足客户的要求。他带领团
队不断研究改进工艺和设备，压缩生产

周期，提高成品率，降低人工成本。
“我看着重庆冠宇崛起，生产效率

和产品质量成为集团各厂区标杆，而
公司也发展为万盛第一大企业，员工
人数超过6700人，2021年产值超过
45亿元，我很骄傲也很欣慰，再多的

辛苦都值得。”林臻说。

“传”字为要 共筑成长之路

“不断传承、迭代辈出”是林臻坚
定的追求。作为青年员工的榜样和标
杆，林臻是管理者更是指路灯。在对

员工的培训培养上，他既重视刚性管
理，又注重关爱员工，秉承“打造一流
团队”的理念，立足于提高员工整体素
质，强化建设人才梯队。尤其是新员
工培养，他对青年员工高标准、严要
求，充分利用工作现场，倡导员工结合
基本理论、基本技能，进行技能培训和
对抗，提升员工技能素质，激励青年员
工在比中学、在赶中超，快速成长。

“我们致力于培养能够独当一面，
拥有创业精神和突出能力的项目带头
人。”林臻说。重庆冠宇落成以来，他
培养了项目工程师罗炜鹏，帮助他成
为重庆六西格玛K值改善小组组长，
推动相关改善工作，罗炜鹏负责的项
目K值不良指标已全部达标。

截至目前，林臻团队撰写专利文章
50余篇，完成12个技术创新项目研究，
公司先后获得“2020年重庆市企业技
术中心”“锂离子自动热压化成加工数
字化车间”“重庆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职业培训机构”等认定，并获得“2020
年重庆市100户成长型工业企业”“万
盛经开区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先进
集体”“重庆五一劳动奖状”等荣誉。

“爱”字为本 点亮希望之光

“人生有限、奉献无限”是大家对
林臻的印象。多年的一线工作使林臻
深深懂得，一个人的力量无法实现“补
天填海”的壮举，众人的团结努力才能
成就事业。

林臻热爱公益事业，在他的带领
下，重庆冠宇吸纳困难人员、“4050”
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2500余
人。他还组织员工到消防队慰问消防
人员；疫情期间，组织员工给防疫人员
和单位捐赠口罩等物资，集团捐赠防
疫专款500万元；每年定期组织员工
到敬老院关怀老人；连续两年对残疾
人协会捐款等。

为了给员工创造更加舒适的工作
环境，林臻主导公司创建了母婴室、健
身房、心理咨询室、篮球场。同时，他
还设立互助基金，员工生病时可申请
补贴。此外，他每月组织生日会，为当
月生日的员工送上温馨祝福；定期组
织座谈会，疏导员工心理等。

潘锋 叶露 张琴
图片由重庆冠宇电池有限公司提供

手把手培训员工的林臻手把手培训员工的林臻

□张燕

一艘“乐船”正在远行，风雨来袭，海浪不断，但
执教的“舵手”不乱，勤学的“水手”不慌，众人扬帆
而起，破浪而出，志在千里之外的鸟巢。我说的这
艘“乐船”，正是重庆市特教中心扬帆管乐团。

为了在鸟巢完美演奏国际残奥会会歌《未来
赞美诗》，无数人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为了展
现演奏之美，作曲家李凤仙临危受命，鼓手刘强
毅然“接招”，挑战无指挥演奏；为了保证仪态之
美，老师让孩子们嘴衔筷子感知“微笑的尺度”，贴
墙站立感受“标准站姿”；为了支持梦想之美，国内
顶级乐团大师们手把手指导这些盲童，将他们推

上世界舞台。台上，盲童们展现出向阳而生的生
命姿态；台下，无数善意而有力的大手，牢牢地托
住了孩子们的梦想。

扬帆之路，从不孤单。在响彻全场的掌声
中，我们越过生命的曲折，看见无数扬帆起航的
少年；越过这群蓬勃向上的少年，我们得以看见
背后那些默默付出的身影——跨越春夏秋冬，老
师们用十年如一日的坚持，社会各界人士用十年
如一日的关怀，成就了孩子们的热爱和梦想。在

孩子们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人”与命运
的抗争，而是“一群人”摔不碎、击不垮的信念，汇
聚成不断前行的强大力量。

118秒的演奏，是你目之所及的精彩绝伦；118
秒的背后，是冰雪无阻、携手并进的故事。光明可
贵，但比阳光更耀眼的，是这个世界的大爱。孩子们
没接触过乐器，老师们就先学，再让孩子触摸自己的
嘴型；国家级的演奏大师们，利用节假日飞赴重庆，
手把手指导盲童乐手……身体的残缺，让孩子们的

人生变成了“有限选择题”，但老师和社会各界的爱
心人士，用坚定无私的爱，点燃了孩子们心中的火
苗，激发出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让希望的光照亮
了灰暗的世界。

音乐响起那一刻，我听见了孩子们的呐喊
声，和无数人的加油声——来吧！让暴风雨来得
更猛烈一些吧！我们会并肩而立、携手并进，直
到黑夜为我们让路，崭新的我们，将在黎明扬
帆。我们为扬帆管乐团骄傲，也为这个社会难能
可贵的人文精神骄傲。只有一个包容、良善、温
暖的社会，才会对盲孩子们有足够的关怀和尊
重，才会成就这个“世界规模最大的盲人管乐
团”。

用大手托举大爱

（上接1版）
13 岁的罗鑫杰抱着中音号使出“洪荒之

力”，直到腮帮子噗噗漏气，都没有吹出声音，一
下慌了。他侧耳倾听，周围一片噗噗漏气声。

李沂念抓起一把小号猛吹，也不响。连试数
种乐器，能响起的声音全是“噪音”。

紧急联系相关专家后，得到的答复是：管乐
器里因吹奏后有口水残留，温度过低就会冻结，
导致按键、伸缩管失灵，能吹响的乐器也会因低
温失去音准。最后，按专家建议往管乐器里喷抹
酒精，才算解决了问题。

2月21日，扬帆管乐团首次进入国家体育
场联排，原本练得不错的孩子们又集体傻眼。体
育场太空旷，乐声无法形成有效反射，音量、混响
完全不对。孩子们用力猛吹，但乐器的音准依然
不对。

“别慌，就按平常的力度演奏，现场有麦克风
收音。”李沂念安慰大家。逐一为每件乐器调整
音准后，扬帆管乐团迎来另一个意外的消息：为
了舞台效果，取消乐队指挥。

“本来孩子们就看不见曲谱，完全靠背谱演
奏，再取消指挥，那连节奏都无法把控啊！”排练现
场，重庆市特教中心校长李龙梅急得惊叫出声。

她的担心并非多余。
联排时，演出的乐手都要佩戴一个耳麦，方

便听从现场的指挥和调度。盲孩子们看不见，只
能靠听力去掌握音乐的节奏和速度，相互配合完
成演奏。在第一次联排中，盲孩子们演奏的国际
残奥委会会歌结束了，会旗却只升到旗杆一半的
位置。

大家一致认为，74个小节的乐曲，小军鼓参
与演奏72个小节，其他乐器参与部分小节，让小
军鼓手刘强用鼓点声替代乐队指挥最合适。

将一支管乐团在冬残奥会开幕式演奏的指
挥重任，交给一个16岁的盲童少年，且只能靠鼓
点声“指挥”，这是一个大胆而艰难的决定。要知
道，他不仅要通过鼓点轻重、节奏变化“指挥”全
团44人、17种乐器的协奏，还必须与他们看不
见但却缓缓上升的国际残奥委会会旗分秒同步，
实现旗升乐响、旗停乐止。

面对成年人都难以承受的压力，刘强毅然
“接招”。

“我不‘接招’也没办法啊！”面对这一突然变
化，刘强深知自己无路可退。

关键时刻，李凤仙出现了。
李凤仙是中国交响乐团作曲家，也是《未来

赞美诗》的改编者。李凤仙完全没想到，原本是
礼貌性地到驻地看望盲童乐手，但孩子们的优异
表现，让她最终选择留下来天天守着孩子们练
习。

“当天，我在一楼听到熟悉的旋律，就一路小
跑到二楼排练厅。孩子们将我创编的曲子演绎
得如此震撼，脸上的墨镜更让人心疼，我眼泪唰
的一下就出来了。”谈到第一次见到扬帆管乐团
演奏时的情景，李凤仙眼中仍有泪光。

李凤仙专门为刘强的小军鼓添加了前奏，以提
醒大家做好准备，并对许多细节做了进一步完善。

“那段时间，日子非常单调，也非常辛苦。”随
队老师周远琦回忆，2月8日，他们来到北京，最
初在驻地排练。2月21日，他们开始到国家体
育场联排。管乐团师生住在中国残疾人体育运
动管理中心，从驻地到国家体育场，来回差不多
要2个小时。师生们回到驻地最早的一天是深
夜12点，最晚的一次接近凌晨2点。

冬残奥会开幕式之夜，看不见世界的扬帆管
乐团，被整个世界看见和聆听。这个奇迹的背
后，是无数善意而有力的大手，将他们推上了世
界的舞台。

仪态之美
全世界看到中国盲童乐手笔挺身姿

“孩子们怎么上台？”
作为2022年冬残奥会开幕式导演，沈晨首

先想到的是这看似简单却棘手的难题。
按照国际残奥委会要求，残奥会升旗时必须

现场演奏会歌。现场升旗台共有五级台阶，开幕
式又是晚上举行，对扬帆管乐团的盲童乐手非常
不利。

为最大限度降低孩子们的进场难度，沈晨最
初将管乐团安排在体育场跑道外圈，无须登台
阶。这一安排，在沈晨与孩子们见面后发生了改
变。

“他们奏响音乐的那一瞬间，我的眼泪出来
了。”沈晨与这些孩子初见时的反应，与李凤仙如
出一辙。

这位5岁学琴，早年曾在交响乐团任钢琴独
奏、执导过无数交响音乐会的国家一级编导，太
清楚这些盲童乐手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才能达
到如此演奏高度。

“健全人可以通过看谱演奏，但他们看不
见。所以需要先听熟乐曲，之后自己再把整个乐
谱背下来，最后才是演奏。”说到动情处，沈晨竖
起拇指语气激动地说，“那还只是一个人啊。40
多人的乐队，最后要合奏在一起，还没有指挥，靠
的是心里面的节奏！”

或许，正因为这44个盲童乐手完成了常人
看来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演奏，沈晨两次破例调整
孩子们的场地位置，让孩子们站得一次比一次显
眼。

“我们竟然成了开幕式升旗仪式的主角！”重
庆市特教中心副校长周建勋对这种梦幻般的改
变难以置信，因为起初乐团被安排在体育场跑道
外圈，一次联排后被调整到升旗台前，临开幕最
终被定在升旗台上紧挨着旗杆站立。

改变背后是挑战。
“位置不断前调，我压力特别大。”音乐老师

胡鑫负责带领第二组10个孩子上台并分列于三
四级台阶上。从休息区到2号口有60米，从2号
口到升旗台也有60米，然后才是那五级台阶。
孩子们拿着乐器，一旦被绊倒，乐器可能摔坏，自
身也面临危险。

唯一解决办法就是苦练。右手持乐器、左手
搭在前面队员的肩膀上，全部孩子以完全相同的
步幅、频次迈步前进。

反复练习的同时，胡鑫需要“后脑勺长眼
睛”。上台阶时，每踏一级都要略作停顿，等待每
个人踏稳之后再踏下一级。

上台只是第一步，更大挑战在后面。
站在冬残奥会开幕式升旗台上，也就意味着

站在全球数十亿观众眼前。高清摄像技术将把
这44名盲童乐手每一个细微的仪态和表情，通
过电子信号，以光速传遍全世界。

但无法照镜子的他们，从来没有仪态和表情
管理的概念。

“微笑？老师，嘴张多大才叫微笑？”“乐器举
多高才叫端平？”“我头仰那么高，怎么还不叫昂
首挺胸？”孩子们的提问让老师既难过又为难。

盲人因为看不见，会在肢体、表情上呈现一
种与常人不同的“盲态”。为纠正这种“盲态”，老
师让孩子们嘴衔筷子感知“微笑的尺度”，贴墙站
立感受“标准站姿”等。

但这些远远不够。
“很多孩子嘴衔着筷子，就保持龇牙咧嘴的

模样。”美术老师谭仟仟想到的办法是，先让孩子
们用手触摸她微笑的脸，感受脸部肌肉的变化，
然后他们模仿时，她再给予细节调整。

昂首挺胸的站姿对盲童而言同样是难题。
他们会脸朝天、肚子前挺，身体形成后弓形。这
需要老师一点点调整形体细节，然后反复练习。

万千次重复，终成肌肉记忆。
全世界看到扬帆管乐团在升旗台上的演奏，

仅有1分58秒。但44名盲童，手持乐器，从候场
到演奏结束，在零下1摄氏度的环境中如标枪般
挺立了38分钟，让世界看到了这群中国盲童乐
手笔挺的身姿。

梦想之美
盲童“扬帆世界”的音乐梦照进现实

“当时，我全身都闪着金光！”
3月4日晚，进入国家体育场后，现场强烈的

灯光，打在眼睛尚存微弱光感的罗鑫杰的黄铜色
中音号上，反射出金色的光芒。那种震撼让他至
今回忆起来，话语都带着颤音。

那一晚，这位13岁的少年紧挨旗杆，与鲜红
的五星红旗比肩而立。

这个出生于武隆的孩子很怕冷。第一次摸到
北京的落雪，其他孩子都在雀跃，罗鑫杰手指间传
来的触感却是“北京的雪比武隆的冰还冷哟”。

站在旗杆下，罗鑫杰指尖感受到中音号冰寒
彻骨。怕中音号又冻住吹不响，他将号抱在怀
中，试图用体温把它焐热。

罗鑫杰与43个小伙伴进场时，恰逢开幕式
焰火燃放。“我看到黄色、绿色、红色的火在天空
流动。”罗鑫杰说，他是第一次真切感受到“颜色
的美”，那感觉像做梦一般。

对扬帆管乐团全体盲童乐手来说，那一晚的

焰火、那一晚的掌声，都宛如梦想之境。
这群绝大多数来自重庆农村的盲童们，以前

都不曾想象过自己会娴熟地演奏管乐。
应该说，扬帆管乐团的成立本身就是一个梦

想诞生的过程。
2010年12月，听完一场新年音乐会后，在

回校的大巴上，市特教中心的孩子们激烈讨论起
来：

“我听到了最喜欢的萨克斯的声音，好听得
想哭……”“如果我会吹奏乐器的话，我想吹给奶
奶听，她一定没听过这么好听的声音……”

听着听着，同行的李龙梅脑海里突然闪现出
一个画面：这群孩子坐在一个华丽的大舞台上，
被美妙的乐曲温暖地环抱，他们的笑容和手里的
乐器一样闪耀……

何不组建一支属于视障儿童的专业管乐
团！这个雷厉风行的校长默默记下孩子们的梦
想，并在两个月后完成了购置乐器等准备。

只是，梦想与空想有时仅一线之隔。
给一群盲童组建管乐团，最初就得到了“空

想”的评价。外聘的专业管乐老师第一次授课就
连连摇头：“他们连口型都看不见，怎么教？”

眼盲心明的孩子们虽不知发生了什么，但只
上一节课就消失的外聘管乐老师，让那些本就沉
默的孩子更加沉默。

看在眼里、疼在心上的教职员工站了出来：
“让我们跟娃儿们一起学吧，我们来当孩子们的
眼！”

那是一个让人动容的时刻：全校34名教职
员工报名学习乐器演奏，其中包括校车司机。唯
一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没摸过乐器。

特教中心由此迎来建校史上“最热闹”的时
期。周建勋笑言，那时，只要教职员工练习，校园
里就响起各种乐器的“鬼哭神嚎”。

平素威严的老师练乐器时的笨拙，逗笑了一
群盲童，也温暖和感染了孩子们那异常敏感的
心。

“老师都不怕羞哦！”“老师吹得还没得我们
好！”一个个“小秘密”，在孩子们中间悄悄传递，
带去欢笑的同时更激发了孩子们的好胜心。

渐渐地，孩子们将乐器吹响了，吹出旋律了，
吹出完整曲子了。

2011年3月，当一曲《欢乐颂》磕磕绊绊但
却完整地在孩子们手中完成时，站在乐团最后排
的老师们，一边奋力鼓掌，一边无声流泪。

随后10年，这支盲童管乐团的音乐梦想，
感染了万千善良的人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
团、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乐团、中国国家交响
乐团等国内顶级乐团，先后与扬帆管乐团结对
共建、重点帮扶，一批批国家级的演奏大师们，
利用节假日飞赴重庆，手把手指导这些盲童乐
手。

此后，扬帆管乐团频繁出现在上海之春国际
管乐节、国家大剧院的展演名单上，也出现在与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联
合演出单上。

2021年5月，建团十周年之际，扬帆管乐团
被福布斯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规模最大的盲人
管乐团”。

鲜为人知的是，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开幕
式上所有参演团队中，扬帆管乐团是唯一一支由
一个地方的特教学校单独成建制参演的团队。
其他参演团队，要么是全国范围内抽调精兵强将
组成，要么是中央级表演团队组合上场。

这也意味着，3月4日国家体育场上一曲终
了之际，扬帆管乐团真正以“扬帆”之名，实现了

“扬帆世界”的梦想。

你 是 我 的 眼
北
京
集
训
期
间
，孩
子
们
嘴
衔
筷
子
感
知
﹃
微
笑
的

尺
度
﹄
。

(

重
庆
特
殊
教
育
中
心
供
图)

扬帆远航之奇迹
视频

扫一扫 就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