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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出“金果子”一件原被告双赢的
怪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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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镜头

你试过吗？

胶片摄影的快乐
你尝过吗？

用胶片定格成都

墙上的时钟“滴答、滴答”地响
着、手指握着的显影罐搅拌棒不停
地有规律地转动着——初次接触胶
片摄影的年轻人，在经历了在全黑的
暗房里往显影罐里装片之后，在胶片
显影、水浴冲洗、定影之后就要见到
有生以来拍的第一卷胶片了。

胶片摄影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
说是一个既陌生又充满魅力的玩意
儿——数码摄影的崛起，让他们没
来得及领略银盐影像的独特魅力。
但近几年，随着胶片摄影爱好者不
断地在网络上分享各自的作品，胶
片摄影又回到了年轻人的视野中，同
时还被赋予了更加文艺的格调。

老杨——成都土生土长的资
深摄影师，20多岁就开始跟胶片、相
机打交道，第一份工作便是在成都
当年最大的一家图片社当助手。这
么多年过去了，老杨仍然对胶片摄
影情有独钟。他眼里的老成都，被
他用银盐胶片一点点地记录了下
来。成都那让人难以割舍的独特城
市人文魅力、生活氛围，让在世界转
了一圈后的老杨又回到了成都，这

一次他和同样喜爱胶片摄影的几个
小伙伴一起做了一个胶片摄影工作
室，不为别的，只想让没接触过胶片
摄影的年轻人有个地方认识、体验
胶片摄影的魅力。

老杨他们的胶片摄影工作室在
小红书上很受年轻人推崇，他们自
己的胶片摄影群，人数也在不断增
加。今年开年以来，工作室的胶片
体验课更是被年轻人疯抢。这些前
来体验胶片的年轻人中，很多都是
专程从外省赶来的。在一天的体验
课中，他们从胶片相机的使用、拍
摄、胶片暗房操作等，得到全流程体
验，也在充满期待的每个环节中，全
流程体验到了胶片摄影的魅力。

老杨和小伙伴们计划着，先
尽最大努力，把保留老成都印记
的老小区、老建筑拍个遍，下一步
他们将集中精力把镜头对准不断
涌现的成都新景象，让成都的新
貌和古老的银盐影像来个碰撞，
对此他们充满期待！

成 都 日 报 锦 观 新 闻 记 者
胡大田 摄影报道

工作室成员在老小区里合影留念，他们计划把保留老成都印记的老小区、老建筑用银盐胶片一点点地记录下来

户外拍摄环节之后，老杨在工作室认真地教爱好者们往显影
罐里安装胶片

工作室的“小七”（化名）（右），正将爱好者们当天拍摄的胶片
扫描，以便他们发朋友圈

从湖北专程赶来参加体验课的爱好者
（右）迫不及待地将一天的体验拍摄作品分
享到朋友圈

在依顿公司看来，公司通过自身的国内国际
渠道卖好果子，在知识产权法律的强保护下，在当
地政府、协会、种植户的支持下，大家分工明确齐
心协力解决猕猴桃如何种好、如何卖好的难题，形
成良性循环，让种植户得实惠，企业有发展，才能
真正助力乡村振兴。也只有尊重种业知识产权，
才能促进种业科技自立自强，激发农业科技创新
的内生动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乡村振兴提
供持续动力。

“全国最好的红心猕猴桃适生区在四川，目前，
成都的蒲江大邑都江堰片区是金红 1 号的主要种植
区，国内的安徽、湖南也有种植，公司规划未来 5-8
年，全球种植金红 1 号 20 万亩，争取产能达到 30 万
吨-50 万吨，实现年销售额 100 个亿的产值。未来，
随着南半球有了种植基地，我们的猕猴桃也将实现

‘全球全时化’供应。”依顿公司表示。

3 月 21 日，四川省高院首次发布《四川法院种业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8-2022）》，同时发布了
包括“依顿公司与马边某合作社侵害植物新品种权
纠纷案”在内的 6 件典型案例，助力乡村振兴。4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三批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依顿公司与马边某合作社侵
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在列。

“我们也希望，通过种业知识产权的强力保护，
能带动猕猴桃产业增值，让土特产在乡村振兴中发
挥更大的作用。”晏志强说。

据悉，2018 年起，我国植物新品种申请量已位居
世界第一，种业进入了自主创新驱动的新发展阶
段。四川在全国种业版图中地位非常重要。作为集
中管辖四川省辖区内植物新品种权属、侵权纠纷第
一审民事、行政案件的法院——成都中院表示，加强
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是法院的使命。

开辟乡村振兴“好路子”

经济发展、乡村振兴离不开法治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进乡村振兴作出了深刻论述
和全面部署，并指出：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今日，我们将视
角对准一件知识产权官司，原被告如何双赢？如何用司法保护的手段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带动
农产品“增值”进而博弈国际市场，助力乡村振兴？我们从文中来找答案。

汽车沿着蒲塘路拐入一条小径，5分钟的颠簸后，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排排2米多高的树苗，放眼望去绿油油
的一片。在这片位于成都市蒲江县大塘镇的授权种植基地里，生长的正是猕猴桃界赫赫有名的“金红1号”。

当年，它的知识产权转让曾创下天价，正是因为味道清甜可口，这枚小小的果子近3年来饱受被侵权之
苦。随着成都中院、最高人民法院的一审、二审判决的下达，全国首例无性繁殖品种侵权案件尘埃落定，小小
的猕猴桃又让种植户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前景和希望。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鲜活的案例是有力保护种业
知识产权的最好证明，一件植物新品种官司可以播下乡村振兴的“金种子”，也可以撬动一个企业乃至一个行
业的规范化发展，博弈国际市场。

2014 年，四川依顿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用 700 万元知识产权费从扬州一家公司获
得了“杨氏金红 1 号”植物新品种权。虽然价格
昂贵，但对于亟待需要引入一个好的猕猴桃品
种的依顿公司来说，他们认为这个费用是值得
的。果然，2019 年，由依顿公司选送的“金红 1
号”猕猴桃在国内的一次权威品鉴会上获得金
奖，同时获奖的还有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的一
家合作社。

“我们发现，这家合作社出产的猕猴桃无论
外观还是口感跟金红 1 号一模一样，事情立刻
引起了警觉。”依顿公司诉讼代理人王怀庆告诉
记者，经过调查，他们发现合作社种植的 7000
株猕猴桃树，是从他处购买“金红 1 号”猕猴桃
树枝条后进行嫁接而来的。

依顿公司认为合作社的行为构成侵权，随
后，授权全资子公司四川依顿猕猴桃种植有限
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成都中院一审认为，合
作社种植的品种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且具有商
业目的，损害了品种权人的利益，侵权成立。考
虑到合作社的树木已经进入结果期，如责令全
部铲除将让种植户蒙受较大损失，2021 年8月，
成都中院基于客观现实，判定不铲除树木，判决
合作社向依顿公司支付品种使用费及赔偿维权
合理开支。

合作社不服，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经过二
审，近期，最高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按
照一审判决，合作社除了支付2019年至2020年
的许可费用 11 万余元外，从 2021 年 7 月开始，
按每株猕猴桃树每年 10 元的价格向依顿公司
支付品种许可使用费。

在最高法院判决后，该公司已经和合作社
达成一致，形成合作，合作社不用砍树，继续种
植，公司也给他们很多的优惠帮扶措施，并全力
协助他们在区域内通过公司的技术标准和规范
来管控好种植端，种出高品质的果子，今年公司
就会将马边金红 1 号出口到东南亚市场，从而
实现双赢。

在种植基地浓密的树荫下，专程
赶来接受采访的依顿公司总经理牛森
林看着长势喜人的猕猴桃树高兴地表
示，法律支持我们，让我们经营方的利
益得到了保障，也更树立了产业发展
的信心，为未来金红 1 号猕猴桃的种
植推广以及规范有序发展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牛森林坦言他们最怕的就是种
植 户 乱 种 滥 种 ，打 官 司 不 是 要 把 对
方 搞 死 ，而 是 想 要 一 种 良 性 循 环 。
四 川 不 缺 猕 猴 桃 ，本 地 的 几 个 猕 猴
桃品种因为没有及时进行知识产权
保护，无法规模化规范化种植，导致

“千家果”口感参差不齐，缺乏市场
竞争力。

“不瞒你们说，在一审判决后，就
有种植户主动找到我们，想纳入到公
司统一的管控营销体系，这就是一个

好的开端。”他告诉记者，业外人士也
许不太清楚金红 1 号的“江湖地位”，
但是业内人士以及美食家能“秒懂”这
个品种。“那就是美味可口价格公道的
代名词。近年来，我们的猕猴桃除了
少量投放国内市场外，主要销往东南
亚国家。2018 年第一次上市的时候，
金红 1 号在新加坡 2 周内售罄 3 万公
斤 ，最 贵 的 卖 到 了 每 颗 10.8 元 人 民
币。可以负责任地说，在口感上，我们
完全媲美新西兰著名猕猴桃品牌‘佳
沛’。”

“无论是果实品质还是树苗抗性，
在国内数一数二。”都江堰市猕猴桃协
会会长晏志强告诉记者，在农业领域，
选种第一重要，种子选对，成功一半，金
红 1 号目前优于其他红心猕猴桃品种，
因此不能只是“捏”在手里，而是应该通
过各种合作模式进行推广。

一颗与海外品牌打擂台的
金果子

一条助力乡村振兴的
好路子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晨迪 摄影 李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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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户在猕猴桃园作业

年轻人体验到

胶片摄影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