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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回“国宴”商标申请让竞争更公平

□ 史洪举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近

日，继申请“国酒茅台”商标失败
后，茅台申请“茅台国宴”商标也
被驳回。茅台认为，“茅台酒”作
为酱香型白酒的代表，曾多次作
为国宴用酒。从北京知识产权
法院获悉，“茅台国宴”商标注册
使用在酒类商品上，易使相关公
众对商品的品质等特点产生误
认，对其他同业经营者亦有失公
平，法院驳回了茅台的诉讼请
求。此前的2018年8月，茅台公
司曾因注册“国酒茅台”商标未
果诉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后茅
台公司主动撤诉。此后，茅台网
站上不再出现“国酒”二字。

众所周知，随着不断的宣传
以及质量和口感的上乘，茅台酒
已经成为众多消费者青睐的酒
类产品。甚至由于其具有稀缺
性，在价格一路上涨居高不下的

背景下，依然一瓶难求，成为普
通人眼中的“奢侈品”，成为黄牛
囤货炒作的对象。但无论如何
珍贵和稀缺，相关产品都不得随
意使用“国酒”“国宴”等对其他
商家不公平且容易产生误解的
词语用于商标或宣传。

如前所述，在强力的宣传
下，很多人也产生了茅台酒就是

“国酒”的印象，进而对其产生好
感。但这并不代表其可以将相
关词语作为商标来使用。根据
商标法，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
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带有
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
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
标志和词语不得用于商标。同
时，根据广告法，广告不得使用
或者变相使用国家机关、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的名义或者形象；不
得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
佳”等用语。而“国酒”“国宴”用

语无疑是对国家机关和“国家
级”的变相使用。

即便某个酒类产品确实被
用作国宴用酒，确实曾被当作

“国酒”，也不代表其能够使用
“国宴”“国酒”等词汇来作为商
标。一般来说，能够被“国宴”所
选中，自然代表了相关产品具有
非常高的质量和美誉度，甚至在
相关领域处于顶尖和高端层次。
这也是“国宴用品”能够获得消
费者青睐的关键原因。但要知
道，被用作“国宴”“国酒”的，并
非只有某一个特定产品，或者某
个产品之前曾被用于“国宴”，不
代表一直被用作“国宴”。如果
商家以此作为噱头，显然并不
合适。

商标具有唯一性、排他性和
独占性，一旦某个用语和标志被
注册为商标，只有商标注册人及
其许可的商家可以使用，其他任

何人不得将与注册商标相同或
类似的词语和标志用于生产经
营。那么，一旦有商家将“国宴”
和“国酒”注册为商标的话，代表
着其他生产经营同类产品的商
家不得再使用该词语作为宣传。
而且，“国宴”“国酒”用语无疑暗
含着其他商家的商品在质量和
美誉度上低人一等。对其他同
行经营者来说是极大的不公平。

将“国宴”“国酒”等高端词
汇用于宣传广告的话，必然会产
生欺骗性，让消费者产生误解和
误判，产生某个产品质量好，其
他产品质量差的印象，进而给自
己带来法律风险。市场经济条
件下，商家既要诚实守信，又要
遵守法律和规则。不能在经营
活动中变相拔高自己，贬低其他
商家，而应公平竞争，依靠质量
和服务来赢得消费者的信赖和
市场份额。

商标具有唯一性、排他性和独占性，一旦某个用语和标志被注册为商标，只有商标注册人及其许可的商家可以使用，其他
任何人不得将与注册商标相同或类似的词语和标志用于生产经营。而且，“国宴”“国酒”用语无疑暗含着其他商家的商品在
质量和美誉度上低人一等。对其他同行经营者来说是极大的不公平。

弥足珍贵的“做好事上瘾”
在尊重作为一种基本需求受到普遍重视的当下，在爱心领域引入尊重理念，也日益成为共识。现在人们存好心做好事，

日益考虑到当事人的感受，注意采用让受助人自然舒服的方式，而不是居高临下，更不是傲慢施舍。正如人们看到的，现在的
捐资助学，已经很少透露当事人的身份，也很少拉着受助学生合影。这位女店主对受助人的重视，让人肃然起敬。

□ 乔杉
“人在外遇到困难是难免的，

如果你真有需要，请你小声告诉
我，我能解决你一顿温饱……”据

《扬州日报》报道，近日，江苏扬州
广陵区荷花池南街一家超市成了

“网红店”，不是因为店里的商品
新奇特，而是因为店主张贴出的
一张暖心“小纸条”。尤其让人感
动的是这名女店主讲了一句话，
她现在做好事已经“上瘾”了。

听过很多“上瘾”的，还很少
听到做好事“上瘾”的。当然，这
里的“上瘾”，更多是指习惯，也就
是做好事成了一种习惯。据了
解，这名女店主经常帮助别人，捐
款捐物可谓是家常便饭，也曾连
续六次搀扶摔倒老人，从不畏惧
被讹……这样的“做好事上瘾”，
让人眼前一亮。

这名女店主做的其实并不是
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她做的很

多善事可以用“举手之劳”来形
容。即便是她贴出的“爱心小纸
条”，所提供的也是有限的帮助，
大多是送上面包、牛奶和一些生
活用品。“看似寻常最奇崛”，就是
这样的寻常，习惯成自然，最是不
容易。而且，这样的寻常爱心，在
能力范围内的爱心，让人感到了
可亲可近，可师可学。

伴随“做好事上瘾”的，是这
名女店主以让人舒服的方式做好
事。这家超市靠近当地一家大医
院，平时光顾的病人家属较多。
女店主发现，一些病人家属购物
时不是神情凝重，就是只挑最便
宜的商品购买。最近的一次，一
位60多岁的病人家属走进超市，
迟迟没有离去，最后走到收银台，
胆怯地询问：“有没有过期的食
品，我还没有吃饭。”受此触动，这
名女店主贴出了“小纸条”，想让
困难群体能够从容地寻找帮助，

有尊严地得到帮助。
在尊重作为一种基本需求受

到普遍重视的当下，在爱心领域
引入尊重理念，也日益成为共识。
现在人们存好心做好事，日益考
虑到当事人的感受，注意采用让
受助人自然舒服的方式，而不是
居高临下，更不是傲慢施舍。正
如人们看到的，现在的捐资助学，
已经很少透露当事人的身份，也
很少拉着受助学生合影。这名女
店主对受助人重视，让人肃然
起敬。

这名女店主的慈善观，也让
人眼前一亮。在这张“小纸条”
上，还有一句话，“不求回报，只希
望你有能力的时候再去帮助他
人”。提到慈善，我们都知道一句
话，“予人玫瑰，手有余香”。真正
的大爱，是不需要别人回报的，但
一定会得到回报。这种回报，往
往体现在社会层面，也就是“有能

力的时候再去帮助他人”。这名
女店主，她的爱心也不是凭空而
来的，她也曾受到过别人的帮助。
别人的帮助温暖了她，犹如现在
她的爱心，也在温暖着别人，一定
会形成“蝴蝶效应”。真正的爱，
就是这样，不是施舍，不是交易，
而是一种心灵之光。

这世上有很多种“上瘾”让人
心情紧张，“做好事上瘾”却是弥
足珍贵，让人心灵明亮。诚然，这
名女店主给予困难群体的帮助是
有限的，可以称之为凡人善举。
不要轻视这样的善举，如果成为
一个人的主流，这个人就不简单；
如果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这个
社会就不简单。而她以让人舒服
的方式做好事，不求回报的博大
胸怀，更是传递了一种爱心新境
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
人心的一种体现。

礼让急救车
别依赖人工开道
□ 汪昌莲

“这个小伙子打通生命通道
的样子太帅了！”据中新网报道，
近日，一段男子为急救车疏导交
通的视频在网上引发网友热议。
视频中，两辆写有“云南急救”字
样的急救车载着伤员被堵在拥
堵的道路上，此时，一名身着黑
色衣服的青年男子忽然出现在
镜头中，他跑在急救车前，提醒
前方道路上的私家车主避让急
救车，并引导他们向合适的方向
疏散，为急救车护送了将近1公
里，使急救车得以快速通行。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会
见到120急救车在马路上奔跑，
或是听到急救车急促的警报声，
但很多人觉得120离自己的生活
很远，因为暂时他们还没用到。
以至于，面对急救车在车流中艰
难地穿行，社会车辆大都不会主
动避让。问题是，一旦急救车被
堵在路上，便意味着堵住了“生
命通道”，其后果不言而喻。如
此语境下，云南一名小伙，徒步1
公里为被堵急救车开道，使急救
车得以快速通行，除令人感动
外，更有示范意义。

事实上，人们大都知道，急
救车一旦载上伤病员，将与时间
赛跑，因为这关系到患者的生命
安全，对于急救车来说，争分夺
秒地赶到医院是神圣的职责。
更重要的是，我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规，也赋予了急救车“在执行
紧急任务时，其他车辆必须让
行”等道路优先使用权。然而，
现实情况却是，在我国，急救车
并未受到人们的敬畏，也未能完
全享受到法律赐予的“特权”。
社会车辆占用生命通道、不给急
救车让道等事件时有发生。比
如，北京一辆急救车载重伤者救
治，尽管鸣笛，但仍无车让道，3
公里路开了40分钟，最终因延误
救治导致伤者身亡。

占道、不让道事件频发，除
了城市交通不畅、道路拥堵严重
之外，也与部分市民素质偏低、遵
守交通法规意识淡薄等脱不了
干系。特别是，我国虽然制定了

“社会车辆必须为急救车让行”的
法律规定，但未能得到较好的执
行，也鲜见采取过惩戒措施。而
在德国，任何车辆听到急救车的
警笛声，即使发生交通意外，也要
尽力让出车道，如果发生拥堵，最
里道的车就算冲上人行道，也必
须把道路让给急救车通过。

可见，礼让急救车，不能依
赖“人工开道”。首先，我国不妨
借鉴国外做法，出台专门的法律
规定，使“礼让急救车”，成为一种
制度常态。同时，制定具体的处
罚细则，提高“不礼让急救车”的
违法成本。当然，处罚仅是一种
惩戒手段，关键还是市民要自觉
遵守交通安全法规，不占生命通
道，主动为急救车“让道”。生命
很宝贵，生命让人敬畏。所以，对
于抢救生命的120急救车及工作
人员，请大家多给一份理解，特别
是在路上，尽量给急救车让出生
命通道。要知道，你的一次礼让，
意味着也在参与抢救生命。

公众号里藏猫腻，
真假难辨不稀奇。
动辄被坑没商量，
相关部门当发力。

绘画 王怀申 配诗 王继洋

日前，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的许先生收到一条陌生号码
发来的车辆年检短信，短信内容为：“您的小车免年检期限要
到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线上年审。”之后，许先生按照短信内
容在微信搜索到一个名为“福建车辆年检”的公众号。进入公
众号后，许先生通过链接被诱导进一个网址里操作，并按照提
示输入银行卡号、身份证号、发动机号、银行卡密码及短信验
证码后，银行账户被转走了2000元。业内专家认为，假公众号
在短时间内很难杜绝。 据9月17日《法制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