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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领“榕城看牙通”
具体操作流程

微信申领通道

一、申领条件
申领时间：即日起至2024年5月15日
适用对象：有牙疼、牙松动、牙不齐、牙缺失

等症状的福州居民
补贴范围：种植牙、牙齿矫正、补牙、拔牙、

儿牙预防等项目
实名申领：“榕城看牙通”需实名制申领，申

领成功后即可使用，有效期为 3个月，申请人可
替亲友报名，需填写亲友个人信息。

医保结算：福州同福医口腔作为定点医疗
单位，看牙项目若符合医保范围，可使用医保
结算。
二、补贴范围和比例

1.全额补贴：在定点口腔单位检查费用全额
补贴，含挂号、拍片、方案设计等。

2. 综合治疗补贴：综合治疗补贴 200 元~

1000元，含补牙、拔牙、牙周治疗、烤瓷牙、根管
治疗、贴面、儿牙防治。

3.种植牙补贴：种植牙可申请每颗 4000元
补贴，每人补贴4000元~50000元不等；半口牙种
植补贴价19999元起。

4.牙齿矫正补贴：牙齿矫正补贴 5000 元~
20000元不等；隐形牙套免费试戴；局部微矫正
6666元。

5.绿色就医通道：长者可申请绿色就医通道
就医，优先就诊、专人陪护。

6.老人儿童特殊补贴：老人拔松牙（限1颗、
智齿除外）、儿童全口涂氟补贴价均为9.9元。

7. 夜间门诊：有需要的市民可提前致电
400-0591-560热线，申请夜间就诊。

注：缺牙市民本月 30 日前领取“榕城看牙

通”，可凭发票报销来院打车费用（封顶30元）。

重磅！市民看牙前申领“榕城看牙通”
种植牙、牙齿矫正、拔牙、补牙等均有补贴

为减轻福州居民看牙
负担，4 月底，福州口腔惠
民工程正式推出“榕城看
牙通”。据悉，“榕城看牙
通”依托口腔惠民工程，作
为数字化科技精心构建的
口腔生态健康系统的核心
载体，利用大数据和人工
智能技术提高诊疗精度，
承担线下挂号就诊、线上
免费问诊、看牙补贴申请、
绿色就医通道申请等多项
功能，是口腔惠民工程建
设的一大突破，市民诊前
可获得专业咨询指导、治
疗费用补贴。谁能申领？
补贴哪些项目？申领流程
是怎样的，今天一文说清！

1.报名：拨打 400-0591-560 热线申

领或扫描文内二维码申领，申领时间截止

到2024年5月15日。

2.审核：等待基本信息审核及工作人

员电话进行核查确认，工作人员 24小时内

会联系您。

3.领取：如基本信息审核通过并且确

认无误，以工作人员告知时

间为准，到指定单位使用。

4. 就诊：领取成功

后，请按预约时间到指定单

位指定医生处就诊。

“榕城看牙通”申领细则

声音被AI“偷走”
该如何维权？

全国首例“AI生成声音人格权侵权案”近日宣判，
一配音师获赔25万元

AI技术在模仿和再现人类语音及各种声音效果的同
时，也引发人格权侵权争议。4月23日，北京互联网法院
一审开庭宣判了全国首例AI生成声音人格权侵权案。

法院明确认定，在具备可识别性的前提下，自然人声
音权益的保护范围可及于AI生成声音。AI生成声音可识
别性的认定应综合考虑行为人使用情况，并以相关领域
普通听众能否识别作为判断标准。

AI技术越来越成熟，
AI 软件也越来越多。可
以说 AI 是一个崭新的蓝
海、宽阔的蓝海。人工智
能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
面面。然而，随之而来的
法律和伦理问题也日益凸
显。AI应该是“创造师”，
而不应该是“搬运工”“模
仿者”“抄袭者”。

在 AI技术的辅助下，

我们可以更加高效地完成
工作，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价
值。但是，这一切必须在尊
重和保护原创作者合法权
益的基础上进行。作为智
能软件的开发者和使用者，
应当意识到每一项技术的
进步都不应该脱离道德和
法律的约束。AI声音侵权
案宣判不仅是对一起具体
案件的裁决，更是对整个智
能软件行业的一次警醒。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
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表
示，声音权是民法典中的
一个特别的规定，它是参
照肖像权予以保护的。声
音权跟肖像权有很多接近
之处，比如说通过一个声
音可以识别到特定人的，
这就是具体人格权的一
种，也就是声音权。

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
成编，首次以立法形式将
保护“声音”写入民法典，
明确参照适用肖像权的形
式保护自然人的声音。

是否获得权利人的合
法授权，这是判定是否构

成声音权益侵权的一个关
键点。比如本案中，原告
对录音制品的授权并不意
味着对声音的授权。被告
未经权利人许可，擅自使
用或许可他人使用录音制
品中的声音，构成侵权。

朱巍表示，权利人只是
有几个有声小说、有声读物，
那么给了授权。但是著作权
跟民法典中规定的人格权
是两回事，并不是说可以随
便把声音、形象AI合成去做
商业宣传。这个案子就解
决了一个问题，关于声音的
编辑得需要当事人单独同
意，不能一揽子拿走。

经审理，北京互联网法
院认为，原告声音权益及于
案涉AI声音。自然人声音
具有独特性、唯一性、稳定性
特点。所谓自然人声音的可
识别性，是指在他人反复多
次或长期聆听的基础上，通
过该声音特征能识别出特定
自然人。利用人工智能合成
的声音，如果一般社会公众
或者相关领域的公众根据其
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能够
关联到该自然人，可以认定
为具有可识别性。

本案中，因被告某软件
公司系仅使用原告个人声音
开发涉案文本转语音产品，
且经当庭勘验，该AI声音与
原告的音色、语调、发音风格
等具有高度一致性，能够引
起一般人产生与原告有关的
思想或感情活动，能够将该
声音联系到原告本人，进而
识别出原告的主体身份。

其次，被告北京某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北京某软件
公司关于获得原告合法授
权的抗辩不能成立。本案

中，被告北京某文化传媒公
司对录音制品享有著作权
等权利，但不包括授权他人
对原告声音进行AI化使用
的权利。被告北京某文化
传媒公司与北京某软件公
司签订数据协议，在未经原
告本人知情同意的情况下，
授权被告某软件公司AI化
使用原告声音的行为无合
法权利来源。

最后，被告未经许可使
用原告声音构成侵权。被
告北京某文化传媒公司、某

软件公司未经原告许可使
用了原告声音，构成对原告
声音权益的侵犯。被告北
京某智能科技公司、北京某
科技发展公司、上海某网络
科技公司主观上不存在过
错，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综合考量各项因素，
法院最终判决被告北京某
智能科技公司、某软件公司
向殷女士赔礼道歉，被告北
京某文化传媒公司、某软件
公司向殷女士赔偿损失 25
万元。

原告殷女士是一名配
音师，从事配音、播音工作
多年，录制过不少作品。
2023 年 5 月，殷女士发现，
一款配音 APP 将自己的声
音AI化后以“魔小璇”的名
义对外出售牟利，这一声音
产品出现在多个短视频平
台的用户作品中。

是谁把自己的声音 AI
化了？这些AI声音又是怎

么传播开的呢？
殷女士花了一番功夫，

发现了她的AI声音商品化
的过程。原来，殷女士曾和
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合作，录
制了几部有声读物。之后，
这家文化传媒公司将这些
录音制品提供给了一家软
件公司。

该软件公司以殷女士
录制的作品为素材，进行了

AI化处理，生成了“晓萱”文
本转语音产品，并在被告上
海某网络科技公司运营的平
台对外出售。最终，运营智
能配音软件“魔音工坊”的科
技公司采购了这款产品，在
未经任何技术处理的情况
下，直接调取并生成了名为

“魔小璇”的文本转语音产
品，并在软件平台上销售。

殷女士认为自己的声

音权益受到了侵害，于是将
运营智能配音软件的某科
技公司、将自己的录音制品
转手他人的某文化传媒公
司、将声音 AI 化的某软件
公司，以及两家经销商起诉
至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某
科技公司、某软件公司停止
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其
经济损失、精神损失共计60
万元。

声音被AI化后出售牟利

未经许可使用原告声音构成侵权

数字时代
如何合理合法使用AI声音？

AI应该是“创造师”
而不是“抄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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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AI转化一下
就可以卖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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