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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网红”人类首张黑洞照片
其实不是照片而是图片，属于科学研究
成果图片，根本不需要获得许可就可
以使用。由上海紫竹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和上海市版权协会共同主办的第
三届“知财论道”知识产权论坛暨2019
网络视听版权论坛昨天举行，与会知
识产权专家热议“视觉中国事件”。

“图片主要可分为：普通摄影作
品、创意摄影作品、翻拍作品、合成作
品、工程设计图形、科学研究成果图片
等。”华东政法大学研究员杨勇表示，

“像DNA图之类的图片，虽然也是人类
科学研究的成果，但它是用另一种方
式表现出来的，这种在国外很显然不

可能进入著作权的保护。大家都可以
用，只要标注来源就可以了，如果再纳
入到著作权的保护，争议就会很大，假
设黑洞图片拍摄出来，只有一个地方
可以用，可以卖高价，这就很乱。”

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许
春明认为：“正是因为很多人版权意
识、版权文化不足，才导致有些企业、
个人随意使用他人有版权的图片，才
导致现在出现了一些职业维权的图
片公司。”

“视觉中国事件既是好事，也是
坏事。坏的一面是因为出现这个事
件，更让社会公众对版权保护产生误
解，知识产权再次‘躺着中枪’；好的
一面是让我们反思看待中国的版权
保护。”许春明说。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通讯员 刘天林

本报讯 周一上午8点，正值早高
峰，一辆浦江15路驶至浦江宝邸站
时，驾驶员孙晓锋从人群中看到坐在
轮椅上的一位老人，等上完客后，他一
边向乘客打招呼：“不好意思，稍等一
两分钟”，一边走下车，抱起坐在轮椅
上的老太，安排她坐在了黄色座位
上。这一举动让乘客们都竖起了大拇
指称赞。记者从闵行客运公司获悉，
在浦江15路上，驾驶员抱残疾老人上
公交的暖心举动已经持续了5年之久。

五年前，66岁的王水琴从浦西动
迁到浦江镇宝邸小区，让她担忧的是
自己双腿患神经障碍，出行看病全靠
一把轮椅。一天，王水琴由家人推着
来到浦江15路站点，想坐车换乘轨
交8号线去浦西看病，而就在浦江15
路到站那一刻开始，一件暖心事就发
生了——驾驶员走下车，把她抱上了
车，到了沈杜公路后，又把她抱下，安

顿在轮椅上。
经过筒单了解，驾驶员得知王水

琴老太经常要到浦西，乘浦江15路
是首选。看到对出行感到为难的老
太太，驾驶员说：“你放心，我们会抱
你上车的。”这一抱就坚持了整整五
年。五年里，只要一见到王水琴，浦
江15路每一个驾驶员都会自觉地停
下车，抱起她，让她平安上车。

老人深受感动，在小区门口、公
交站点、闵行区交通委，都有她的感
谢信。她说：“我希望上海公交都能
像浦江15路一样温暖，让我有活下
去的勇气。”

记者了解到，闵行客运的49条
线路大都行驶在闵行、浦东地区，依
靠公交出行的老年乘客很多。闵行
客运公司在多年为乘客服务的工作
中，总结出了“六个一”——问一声，
答一句、扶一把、拎一下、慢一点，谢
一声，从去年起开始在公交服务中推
广，用一片热心换老人的一颗真心。

浦江15路驾驶员五年如一日帮扶残疾老太上车。 受访者供图

选择上海
“一路上吸了两袋氧”

在3月份出访日本期间，尤一婷
出现皮肤红色疱疹等情况，原本以为
是普通的皮肤病，但直到后来发现她
的双腿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粗细之
后，教练组才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
性。考虑到尤一婷的父母都在河南
郑州生活方便照顾，再加上听说家里
亲戚的朋友有在河南的医院治好过
相似的病例，于是便一致同意尤一婷
回河南接受治疗。

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尤一
婷被诊断为系统性红斑狼疮，该疾病
不属于天生，也无关训练，在20-40
岁的女性群体中高发，并且暂无根治
的方法，只能尽量采取控制。治疗期
间，尤一婷虽然有过好转，但不久之
后又出现反复，一度还被转入到呼吸
重症病房。此时尤一婷的主治医生
建议她的家人，尽早转院到北上广等
医疗条件更好的医院来进行治疗。

“我听说了尤一婷在郑州那边
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案，最好要去北
上广的大医院，而她的家人也表示
不会放弃任何希望，所以我们这几
天也在积极和上海当地医院进行联
系，了解下来发现上海仁济医院在
这一块比较资深和权威，所以最终
敲定了在这进行继续治疗。”尤一婷
所在的上海U18女足队的教练潘伟
敏告诉记者。

这样一来就要面临到转院，以尤
一婷目前的身体状况，在转院途中随
时可能出现各种风险，当地医院也制
定了两套方案，一种是救护车直接开
过来，另一种则是乘坐高铁，经过权
衡，考虑到高铁速度更快，在空间和
舒适度也要更好，最终选择了高铁。

“整个途中很顺利，她总共吸了两袋
氧，并没有出现什么意外情况。”尤一
婷母亲的这番话，也证明了这个决定
是正确的。

八方援手
“相信一定会好起来”

尽管身体依旧很虚弱，但回到上
海还是让尤一婷的心情轻松了不少，

“之前一个月一直待在在医院，这次
转院也算是出来换了口气，而且知道
是要回到上海，她就感觉特别开心，
看见她开心，我就满足了。”尤一婷的
母亲说道，“心情好了，对于她的病情
恢复应该会有所帮助吧。”

在抵达上海后，上海仁济医院也
早已做好了相关的接洽工作，并通过
绿色通道将这名女足小将第一时间
安排好住院等手续。接下来医生先
会对尤一婷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
再确定治疗方案。

之前没怎么离开过老家的尤一
婷父母，此番也一同前来上海照顾女
儿，“在她好转之前，我们会一直陪在
她的身边照顾她。”尤一婷母亲说道。

在安顿下来之后，尤一婷家庭还
面临着一个难题，那便是高昂的手术
费用。前期的20万手术费，已经让
家境一般的尤一婷父母负债累累，尽
管随后潘伟敏教练通过网上的众筹
渠道，在短短6个小时里便筹集到了
30万，但这或许仅够解决燃眉之急，

“之前确实没想到短时间里能筹到这
么多钱，不过来到上海之后，后续费
用应该还是比较高，这要先等治疗方
案出来后根据治疗情况再做决定，如
果有需求的话，可能还是会继续号召
大家募捐。”

除了潘伟敏教练外，上海各界也
都在行动，从市体育局和足协领导，
再到各俱乐部和基层足球人士，都在
自发地进行捐款。上海市体育局下
属的体育基金会，也拟启动相关程序
计划给予关心。

虽然对于前景充满了未知，但尤
一婷的母亲表示并没有考虑这么多，

“有这么多好心人的关心，相信她的
病情一定会好起来。”

八方伸援手暂渡难关 上海女足小将回沪接受治疗

“相信未来，因有那么多好心人”
这两天，上海女足姑娘尤一婷的病情一直牵动着上

海足坛人士的心。昨天上午，在各方的努力下，尤一婷
从河南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转院到上海仁济医院，接
受进一步治疗。 青年报记者 蔡创

知识产权保护专家热议“视觉中国事件”

黑洞等科学研究成果图
标注好来源大家皆可用

浦江15路驾驶员五年如一日

“老太放心，我们抱你上车”

青年报记者 钟雷

本报讯 随着气温转暖，放风筝
成了不少市民享受春光的方式，然而
潜藏在风筝线下的隐患也不容忽
视。近日江苏南通两名男子在放风
筝时被风筝线割断手指的新闻引起
了大众的关注，看似纤细的风筝线到
底有多大的威力？日前，金山区消防
支队进行实测发现，香蕉、苹果、胡萝
卜在风筝线面前均“不堪一击”。

13日上午，在金山区戚家墩草
坪上，聚集了不少风筝爱好者，通过
协商，一名风筝爱好者志愿加入协助
实验。首先进行实验的是香蕉，消防
人员戴好手套，握住香蕉一头，斜角
度划过风筝线，一瞬间，香蕉就被切
成了两截。接着是比香蕉更硬的苹
果，结果也是一样。

随后，消防人员拿出了材质更
硬的胡萝卜，连续砍向风筝线，而纤

细的风筝线就像菜刀一样，不一会
儿，一整根胡萝卜就被切成了好几
段。

最后，消防人员将一块猪肉缠绕
在风筝线上，模拟人的脖子被风筝线
缠住的场景，通过风筝线的拉扯，猪
肉也很快被切成了两半。事实上，风
筝线虽然看似纤细柔软，但风筝一旦
被放飞之后，所承受的空气流动力的
股劲，就会使风筝线有足够的力度支
撑绷劲，加之现在的风筝线多是以白
色、灰色、半透明的为主，在光照下，
几乎看不见，此时的风筝线就犹如一
把锋利的隐形刀。

消防人员提醒：市民看到有放风
筝时一定要避开，如果有骑行建议下
车推行，另外在广场带儿童游玩的时
候看到有放风筝的最好照看好自己
的孩子。同时，也提醒放风筝的爱好
者，放风筝的时候选择空旷的地带，
避开高层建筑和高压电线。

秒变切肉“利刃”风筝线潜藏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