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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监控拍下

女子法院门口被“抢”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首

席记者 谭里和 实习生 陈圣
恩）“我去衡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参加离婚开庭时，在法院

大门口被 人 抢 劫了！”4 月

16 日中午，记者收到衡阳女

子小宁传来的数段其被“抢

劫”时的现场视频。视频显

示，4 月 10 日 14 时 24 分，

小宁走到衡阳市中院大门口

时，一男子从车上下来，不

顾法院多名安保人 员的劝

阻，抢走其随身携带的黑色

挎包。   

随后，记者联系到抢包

男子陈某，陈某回应称：“抢

劫子虚乌有，我们是夫妻关

系，我根本不是抢她的包，

只是拿走了她包里起诉离婚

的材料，希望阻止开庭，挽

回婚姻，包我当民警面当时

就还给她了。”

免费！心理戏剧

走进社区家庭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

者 唐天喜 通讯员 黄湘琳）
批评孩子已无效，我们应该

如何正确表达，并真正帮助

孩子成长？当出现家庭冲突

时，到底该怎么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一言不合就发火，

和谐家庭的秘籍是什么？4

月 15 日， 面 对 家 庭成 员在

日常生活中常遇到的三大痛

点，一场名为“激活家庭幸

福能量，找到和谐秘籍——

家庭教育指导心理戏剧”的

活动在长沙市丰泉古井社区

举行。

该公益活动通过家庭关

系心理戏剧表演，让家庭成

员之间通过肢体和语言的交

流，进一步融洽亲子关系。

现场一名家长由衷地说 ：“很

幸运今 天带孩子 来参加活

动，帮助我改变平时和孩子

的交流模式！”

据悉，这是丰泉古井社

区联 合公益组织长沙市杨

陶如家 庭成长关 爱中心 举

办的 “家成长”公益活动

中的一项内容，社区居民可

免费参加。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罗雅洁

刚刚过去的清明节，人们会用花圈、纸钱等祭祀用品，
表达后人对祖先、亲人的哀思。但在这些常见的纸钱、花圈、
香烛之外，怀化人王良伍和姐姐、外甥一起办厂，捣鼓出
了新花样：可折叠式竹片骨架灵屋。这个企业还帮助了当
地 30 余名妇女就业。不过，在工厂红火起来后，他们却
开始了漫长的专利之争。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4 月 12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怀化市鹤

城区的优福工艺纸品厂见到该厂创始人之一的

王良伍时，他立马向记者展示了自己的专利产品

和之前市场上流行的纸板产品的区别。

王良伍口里的“专利产品”，是一种用来祭

祀的用品——可折叠式竹片骨架灵屋，其外形

美观大方，不失传统味道，虽然搭的是竹架子，

但是可折叠；而纸板产品都是用纸板拼起来的，

没有骨架，灵屋不容易成型。

为了做好这产品，王良伍在创业之初也走了

弯路。

2014 年，王良伍和姐姐王喜顺、外甥黄建

林一起开办了优福工艺纸品厂，专门从事灵屋的

设计和制作。

“当时国内的纸板灵屋市场都趋于饱和了，

我们一开始做的产品又没有创新，销售惨淡。”

王良伍介绍，创业第一年，他们生产了 1000 套

纸板灵屋，尽管天南地北找客源，但一年下来，

一半都没卖掉，连员工工资都要找人借钱才能

发得出来。

经此一役，王良伍开始仔细分析国内现有灵

屋的特点。

市场上普遍存在的纯纸板灵屋虽然可以折

叠，方便运输，但大部分客户忌讳这种工业味十

足的产品，说这只是个“纸壳儿”；而民间传统

手工扎的灵屋因为是用竹条扎的骨架，比较受

欢迎，可骨架不能折叠包装，运输和仓储都非

常麻烦。

这时，一个客户的话提醒了他 ：“你们的纸

屋外形是好看，要是里面再有竹架子就好了！” 

王良伍就想到要把两种产品的优势结合起来。

如果能成功，工厂说不定能起死回生。

做一种新型灵屋？这在外人看来有些异想天

开，毕竟今年 39 岁的王良伍来自怀化溆浦农村，

初中学历的他没有文化加持，没有资源倚靠，这

事能成吗？

2015 年春节，王良伍趁着家里人都在，把

自己重新设计开发新型灵屋的想法提了出来，

家里人都很支持。

这年元宵还没过，他们就东奔西跑，最终

筹到了 6 万元开发资金，开始了再一次的设计

打样。

“该在哪里加竹片，该在哪里实行折叠，纸

板和竹架要怎么设计才能折叠，折叠之后如何

才能流水线生产，这都需要我一次次地试验和

打磨。”王良伍说，因为国内还没有先例，没有

前人经验借鉴，其中的框架和细节全凭他自己

摸索。

从开始研发的那天起，王良伍就住在了办公

室里，饿了就煮碗面条，加个鸡蛋都算奢侈，“毕

竟还欠着一堆外债”。为了加快研发进度，他有

时凌晨三四点还在打样，心思全放在了设计上。

同年 8 月，王良伍历时半年后终于成功设计

出具有竹片骨架的可折叠式灵屋。

2015 年 10 月，王良伍和外甥黄建林一

起，开着货车、带着 30 箱新产品出发了。

这一次，他们重复着之前的足迹，拜访了

上一年的客户。

“新产品很受欢迎，30 箱产品是作为给

各地客户参考的样品，但有的客户直接就想

把样品全都买走。”黄建林说，客户看到新

产品时都赞不绝口。

产品需求量大，人手也短缺起来。王良

伍的姐姐王喜顺负责招聘，她发现，工厂

附近的很多留守妇女，因为老人、孩子的牵

绊不能外出务工。她就想把这些妇女招进

厂里，一举两得。

杨满球就是这样被招进工厂里的。她

有两个孩子，丈夫在工地打工，她在附近

擦鞋、种菜补贴家用，生活过得紧巴巴的。

听到王喜顺要给自己安排工作时，杨满球乐

得合不拢嘴 ：“这里时间比较自由，早上可

晚半个小时上班，下午可提前半个小时下班，

还有双休。更重要的是薪水还高，做得多

的时候一个月有 4000 多元。”

田桂莲是另一个特别看重这份工作的

人。去年，田桂莲的丈夫确诊患上了肝癌，

尽管家里倾尽全力救治，但仍然没能熬过去。

“我之前是做服务员的，别说请几个月假了，

就是一天都很难批。”田桂莲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她当时向王喜顺请长假照顾丈

夫时，特别担心无法保住这个工作，没想到

王喜顺一口答应，“不然，我家里两个孩子

的生活费都没有着落。”

田桂莲说，因为给丈夫治病，她今年春

节连置办年货的钱都拿不出来，只好跟王

喜顺商量能不能预支工资，王喜顺又一次性

给她预支了 3000 元。

王喜顺介绍，现在工厂里有 40 名员工，

除了4 名男性外，其他全部是女性，“而且

都是学历不高、家庭困难的留守妇女”。

工人越招越多，生意越来越红

火，王良伍与黄建林共同创造的产

品已经走向全国，但他们的喜悦很

短暂——因为他们发现，抄袭折叠

式灵屋的风潮也愈演愈烈。

“其实刚做出来的时候，我就

想到要申请专利了。”王良伍回忆，

虽然 2015 年时他们负债累累，但

仍花了 2000 元钱申请专利，并于

2016 年 4 月获得由国家知识产权局

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但“山寨”产品还是太多了，这

对他们的生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王良伍说，自己在维权过程中

了解到，要诉诸法院，还需要对专

利进行深度审查，出具由国家知识

产权局做出的专利评价报告。

于是，他们又向国家知识产权

局申请了专利评价报告审查，并于

2017 年 4 月获得了实用新型专利权

评价报告。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王良伍

提供的这份报告中看到，“该专利

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

拿到评价报告后，王良伍再一

次开始了维权之路。

2016 年， 重 庆 市 江 津 区 某 工

厂开始大规模生产王良伍的专利产

品——可折叠式灵屋，并低价销往

全国多个省市。王良伍和黄建林多次

驱车前往重庆调查取证，并将其告上

了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7 年

12 月，法院一审判决对方侵权。

但在一审之后，重庆这家工厂

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

提交了专利无效申请书。复审委员

会在今年 1 月 29 日下达了无效宣告

请求审查决定，认为专利核心不具

备创造性，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第

第 3 款的规定，宣告专利权全部无

效。“本来觉得我们能稳赢的，但这

份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犹如一

盆冷水当头浇下。”王良伍说，这两

年为了维权，他们几乎跑遍了半个

中国，之前的 20 余万元积蓄也耗费

一空。而王良伍心中更多的是疑惑、

痛心和失望 ：“我成功申请了专利，

专利评价报告审查也通过了，为什

么现在又告诉我专利无效了？”

采访结束时，王良伍坚定地告

诉记者，即使不为了自己，为了厂

里的工人，他也要继续把维权之路

走下去。

本报将继续关注此事进展。

“山寨”风潮后，
专利突被宣告无效拼 创业遇挫后，

他研发新产品
家门口就业，
专招留守贫困妇女 

助 惑

王良伍（左）和黄建林展示他们获得的专利证书和评价报告。

王喜顺说，可折叠式灵屋曾给他们带来很大
的收益。

扫一扫，
分享你的观点

扫一扫，
看现场
监控视频

“扎个灵屋都有人抄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