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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重庆最礮网络事件：雷到家了“解百纳”商标案进入终审

张裕仍拥有商标专用权

2009

年年底，北京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就解百纳知识
产权案作出一审判决，要求国
家工商行政总局商标评审委
员会（简称“商评委”）重新裁
定原告的商标争议请求，并准
许原告之一威龙公司撤诉。但
原告另外

3

家企业不服一审判
决， 已于

1

月中旬向北京市高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而张裕
公司也宣布作为第三人应诉。

至此， 历时
8

年之久的商标争
议进入终审程序。

张裕仍拥有“解百纳”商
标专用权

记者在市场上看到，处
于商标争议漩涡中的“解百
纳”产品非常热销，几乎所有
国内品牌甚至一些进口葡萄
酒，都有标着“解百纳”的产
品在卖。在这些葡萄酒中，只
有张裕解百纳标注了明显的
“

R

”———注册商标标志
,

同时
也是市场最受欢迎的产品。

然而在一审判决后，互
联网上出现了“解百纳商标
被判撤销， 将成为葡萄酒行
业通用名称”的传言，让公众
产生了张裕失去“解百纳”商
标的错觉。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
研究中心副主任冯晓青教授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
然法院要求商评委重新作出
“商标争议裁定”， 但并没有
判决撤销“解百纳”商标，“解
百纳” 自注册之日起就属于
有效注册商标， 法院判决并
不影响“解百纳”商标的法律
效力，同时，在原告提起上诉
后， 一审判决不产生法律效
力，目前“解百纳”仍属于注
册商标， 张裕公司仍享有其

商标专用权。

70

余年原创品牌获
95%

网友支持
“解百纳品牌是张裕原

创精神的集中体现。”张裕公
司总经理周洪江表示，“解百
纳” 于

1931

年由张裕公司独
创并命名，

1937

年， 经当时
“中华民国实业部商标局”批
准，张裕公司正式注册了“解
百纳”商标。新中国成立后，

张裕在
1959

年、

1985

年和
1992

年又分别
3

次提出商标
注册申请， 直到

2002

年，“解
百纳”才获准注册。

一些企业指出， 即便张
裕公司几十年来将“解百纳”

作为商标使用， 但近年已被
多家葡萄酒企业使用， 商标
显著性已被淡化， 已经成为
葡萄酒行业的通用名称。

“现在有多家企业使用
了， 是不是已经变成通用名
称了？”中华商标协会专家委
员会主任董葆霖说：“《商标
法》保护的是公平竞争，人家
几十年创下来的一个商标，

而且从未间断使用的一个商
标， 费尽心血培育起来的一
个商标， 你前面几十年没有
用过， 到这个牌子有声誉了
以后你来用，你这是合理地、

合法地使用吗？”

人民网在
1

月
29

日发起
“‘解百纳’ 到底是应该受到
保护的专属商标， 还是侵占
了公共资源？”的网上调查，

3

天内有超过
5

万名网友参与
了调查，其中认为“解百纳”

“显然是张裕的商标，其他企
业想直接傍名牌坐享其成”

的网友比例超过
95%

。

（杜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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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招聘“演员”做病人

明明健康， 却硬要在医生面前表演出各
种各样的“病症”。苏州一家医院近日就公开
招聘这样的“工作人员”。招聘“门槛”可不低，

不仅要求大专以上学历， 而且要有一定的表
演经历。

医院表示， 此举实属被逼无奈———他们
每年都有大量医学院等待毕业的学生需要临
床实践，却没有病人愿意配合。

要“学历”更要“表演经历”

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网站上，招
募简章说明，此次招募的“工作人员”是“标准
化病人”。应聘人员必须身体健康，年龄

20

周
岁至

65

周岁，无肝炎、结核传染病史，对医学
具有浓厚兴趣，性别不限。其中，学历大专及
以上者优先考虑，有表演经历者优先考虑，具
有医学背景的人士优先考虑。

给实习生做临床实践
“我们这样做也是因为实在没办法了。”院

党办主任黄恺文如是说。作为苏大医学部等单
位的实习医院，目前该院每年要接纳数百名医
学等专业毕业生的实习， 但由于病人并不配
合， 现在毕业生临床实习的机会越来越少，这
将直接影响医学毕业生的质量和水平。

他们招募“病人”还有其他一些苦衷，如患
者及家属对诊疗等服务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

稍不留意，就会引起医患矛盾。在苏大附属儿
童医院，就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护士给孩子
打针时，一针下去不到位，家属马上脸色不爽，

如果三针下去还没找到位置，个别家长马上就
会一个耳光打上来。“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我们
担心，实习生也会有顾虑。可如果没有这样的
实践， 实习的业务水平也上不来。”“现在患者

经常抱怨医生水平低，但又不愿意配合学生的
实习，而没有了第一线的大量实践经验，这些
学生的水平又怎么能提高呢？” 该院临床教学
办公室主任孙书方说，现在，越来越多的病人
拒绝毕业生的实习，有时连病房都不让进。

“假病人”不需要被扎针
孙书方介绍，所谓“标准化病人”，就是由

健康人来扮演患有某些特定病症的病人。比如
急性胃肠炎症状，这些“假病人”经过专门培训
后， 能够相当准确地模拟真实病例的症状，包
括走路的姿势、身体的动作、面部的表情、病史
病状的自述等。 医学专业实习生充当“准医
生”，根据这些“病人”表现出来的症状，询问病
史，判断病情，作出正确的诊断。

由于标准化病人的主要功能是像演员那
样对真实病人的症状、神态、动作及表情进行

模仿，有表演经历的报名者会在筛选中占很大
优势。

另外，“标准化病人”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去学习医学常识。不过，当“假病人”是不需要
被扎针的。实习生只会通过把脉、听诊等无创
伤性的方式来诊断“病人”。

兼职报酬
1

分钟
1

元钱
据悉，此次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计划招

募
40

人，经过培训后，计划留用
15

人。该院已经
接到了咨询电话，其中有两名应聘者和他们达
成了初步意向，一位是该院女导医小徐。

小徐介绍， 她去年刚从苏北一卫校毕业，

所以特别能理解现在医疗专业学生的苦恼。毕
业实习的时候， 由于没有病人愿意接受她们，

老师只好安排男同学接受女同学扎针，而男同
学只能回去扎猪皮。“说实话， 作为医学学生，

我了解也相信现在医疗专业学生们的水平，所
以我就报名参加了。”

根据计划，从面试、培训起，该院就将对应
聘人员支付一定的费用， 一旦培训考核合格
后，就将成为该院的“标准化病人”。由于“标准
化病人”属于兼职性质，目前计划为他们所提
供的报酬大约是一节课

40

元，即
1

分钟
1

元钱。

(

《现代保健报》健平
/

文
)

实名制下，“黄牛”炒声依旧

广铁集团春运试行火车
票实名制。 记者调查发现，

“黄牛”“与时俱进” 照样猖
獗。

登录“火车票网”、“赶集
网”、“

58

同城”网站，能找到
大量火车票转让信息， 其中
不乏热门方向，出发日期从

1

月
30

日至
2

月都有。

1

月
24

日，记者以“帮朋
友订票”为名，随机联系了一
个“李先生”，购买一张

2

月
1

日出发到重庆北的硬座票。

李先生电话里传出敲键盘声
音，然后说“有票”。

此前记者通过订票电话
确认， 当天广州至重庆的所
有车次都只有无座票。 李先
生哪来的硬座票呢？ 他解释
了流程： 乘车人随便找一个
取票点等候； 记者出发到约
定地点和他会面， 他给乘车
人发送一份票号， 乘车人凭
票号、 身份证取票后通知记
者， 由记者支付

100

元手续
费。

记者把朋友的身份证号
码发过去，

6

分钟后， 他回复
说“已经订好”。

下午
5

时，记者依约赶到
小新塘见到了李先生。 根据
李先生报出的票号， 记者的
朋友果然很快取到了票，是
一张

K837

次列车的硬座票，

上面打着指定的身份证号
码。

李先生表示， 现在实名
制，要复杂一点，但我们也有
办法。 比如这些票都是挂在
我身份证名下的， 上面没有
印证件号码， 有人要时再出
票， 把你们的身份证号码打
上去。

从采访来看， 这类“黄
牛” 确有集团军的气势。“赶
集网”上有许多这样的“联系
人”：每次发帖只转让两三张
票； 一天可发布数十张实名
制期间的火车票。

为什么实名制下还有“黄
牛”？一篇流传甚广的网文《嚣
张！火车票实名制那也难不倒
我们“黄牛”》分析道，“黄牛”

可以“用假身份证把票位给占
了”，找到客户后，在“内鬼”的
帮助下退票再补买；或者售票
系统留有“后门”，“‘内鬼’可
以做大庄家，先用假证件号把
票都占了，通过‘黄牛’找好人
再退票卖票”。

网文作者建议， 在车票
里增加出票机的终端号、出
票人员的工号、 出票日期和
时间，这样，就能把“内鬼”找
出来。 关键是看主管部门是
否愿意这么做。

(

《羊城晚报》《广州日报》

曾颂陈强邱蔚清
/

文
)

“山寨”教材是如何出炉的

攒本教材评职称
河北省一所大学的青年教师杨

威
(

化名
)

把自己所做的事情称为“攒
书”。他参与编写的教材仍在使用，虽
然他“直到现在都不认为是本好书”。

当时， 几位合著者自掏腰包，交
给出版社一万多元， 买了一个书号。

教材印刷了
1000

册， 出版社一本没
留， 全给了作者， 让他们自产自销。

“听说有的老师先把教材发给学生，

再收钱，这样书就不能退了。我们没
做这么狠”。不够狠的结果是，这书只
卖出

100

多本。

但杨威还是兴致勃勃地参与了
下一本教材的编写，“把以前的书贴
过来就是了。 教材东拼西凑的特别
多，‘编’不是‘著’，所以可以抄”。

高等教育出版社副社长迟宝东
说，与学术作品相比，教材直接面向
受教育者，拿教材质量开玩笑，就是
误人子弟，拿国家的未来开玩笑。“一
部好教材是很难编的，既要反映学术
成果，又要适合教学活动，要为教学
活动做种种的设计”。

他认为，教材抄袭很难界定，“把
章节次序倒一倒，就成了新书”，而且
很少有人去认真比对，抄袭的发现和
取证都非常困难。

在普通高校， 教师名下的教材，

也是评职称的砝码。 国家级教学名
师、南开大学教授顾沛说，有人把这
类教材叫做“职称教材”。不光普通大
学看得很重，在名校的课程考核评比
中，自编教材也很重要，于是，“职称
教材”走了，“评奖教材”来了。

因此，在任何层次的学校，教师
都有自编教材的需求，甚至故意拒绝
现成的优秀教材，理由可以是冠冕堂
皇的：为了“教材更有针对性”。

以出版换市场
有的时候，教材作者连冠冕堂皇

的理由都不需要，纯粹是赤裸裸的牟
利。

一家出版社的编辑说，有一名大
学教师想把讲义变成公开发售的教
材，自费出书，自己包销。这名教师的
底气是，每届学生有

500

人修这门课，

每年就有
500

本的“消化量”。由于出
版社力量有限，“一般钱给到位了就
给出了，确实不知道写的到底咋样”。

“我比较担忧的就是， 现在学校选用
教材越来越进入无序的状态”， 迟宝
东说。基础课、公共课教材，由于数量
巨大，“钱”景尤被看好。一些老师宁
可舍弃国家级的优秀教材，也要自己
攒一本，卖给本校学生。

有位出版界人士说，教材进入高
校的渠道过去由学校教材科一手掌
握，五六年前，国家整顿教材科，选教
材的权力落到了教研室和任课老师
手里。

一些出版社开始拉拢任课老师，

请教师自己编书， 再卖给自己的学
生，许以高额版税或稿酬。有的出版

社还以“研讨”活动的名义，邀请各校
任课教师和教研室主任白吃、 白喝、

白玩，甚至出国旅游。

还有出版社先找人编完一本公
共课教材，再分别与各高校任课教师
接触，为了打进甲校市场，请甲校教
师挂名“主编”，还白给报酬；在乙校，

同一本教材的“主编”就换成了乙校
的教师。

西部一家出版社，曾以某学会的
名义向很多高校学生处发了一纸通
知，称将组织编写一本就业指导类的
教材，开出条件：使用

500

册，就可给
一个副主编名额；包销

1000

册，就可
当主编。

国家级教材也注水
我国现有大学

2263

所，“大学语
文”类课程是普遍开设的一门公共课，

已有四五个版本的教材被视为经典之
作，但它们没能挡住新版本的问世。

“教材问题， 我感到有作者的原
因，有出版社的原因，更重要的还有教
育部的原因。”一位教材评审专家说。

由教育部认定的国家级规划教
材，是国内最高水平的教材。教育部
鼓励各高校选用此类教材，以确保教
学质量。“十五”期间，约有各地申报
的
3000

种教材被列入这个规划。到了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指标突

然猛增至
1

万种左右。

在评审中，有十几个学科组提出
了同一个问题：指标太多，用不了。“就
像只能评出

300

本国家级教材， 非让
你评出

500

本来。现在大家普遍感觉，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含金量，远
远不如‘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据透露，与“十五”由各高校申报
国家级规划教材不同，“十一五”改为
由出版社申报。结果，各出版社争抢
“国家级规划教材”的名头。

一位出版界人士对于突然增加
指标表示很不理解：“应用学科的教
材应该随着学科本身发展不断变化
和改版，但基础学科教材显然没有那

么多变化的需要。但现在都是‘一刀
切’来操作”。

作为教学名师，南开大学教授顾
沛经常应邀四处参加评审， 他注意
到，很多教材里的错误都是“太不像
样”， 有的甚至是比较严重的科学性
的错误。

顾沛指出，教材与学术专著是有
区别的，因为教学内容相对比较固定
和传统。科学水平高的人写教材未必
行，教材必须是有教学经验的人来编
写， 而且必须经过教学实践的考验。

教材不是编出来的， 是教出来的，需
要反复修改，来回“磨”。

（《中国青年报》张国
/

文）

目前，教育界有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人们忙着谴责学术造假、学术剽窃、

学术腐败，对于教材编写过程中的不端行为，却有极高的容忍度。

一些运动会越练越“胖”

运动可以减肥， 但这
并不是绝对的， 一些运动
还会越练越“胖”。

大运动量的运动运
动量过大， 人体所需的氧
气、 营养物质以及代谢产
物也就相应增加， 就要靠
心脏增加输出血量来运
输。 短时间大强度的运动
后，血糖水平会降低，引起
饥饿， 这时人们会食欲大
增，对减肥不利。

短时间运动在进行
有氧运动时， 首先动用的
是人体内储存的糖元来释
放能量；在运动

30

分钟后，

便开始由糖元释放能量向
脂肪释放能量转化。 大约
运动

1

小时后，运动所需的
能量才以脂肪供能为主。

也就是说， 在脂肪刚刚开
始分解的时候， 人们就停
止了运动， 其减肥效果自
然不佳。

快速爆发力运动人
体肌肉是由白肌纤维和红
肌纤维组成的。 进行快速
爆发力锻炼，如短跑等，得
到锻炼的主要是白肌纤
维，白肌纤维横断面较粗，

因此肌群容易发达粗壮。

（《解放日报》周文
/

文
)

青年犯罪受网游影响大

刚满
15

岁的湖南省攸县
学生夏某因视频聊天引起嫉
妒，约人在网吧斗殴，伙同同
县
14

岁的单某用水果刀将
15

岁的周彦伟杀死。

未满
18

岁的安徽省霍山
县高中生姚某来湖南怀化约
见网上认识的

14

岁女孩吕某，

在明知对方年龄的情况下，在
一宾馆强暴了吕某……

日前， 一组最新数据显
示： 在

2009

年湖南省批准逮
捕的

2972

名未成年犯罪嫌疑
人中， 犯故意杀人、 故意伤
害、强奸、抢劫等严重暴力犯
罪的有

1695

人， 其中半数以
上受到过暴力、 色情网络游
戏的影响。

(

《中国青年报》 刘柱
洪克非

/

文
)

不良涨价应一查到底

1

月
21

日开始，广西柳
州市各米粉厂同时涨价，

最高涨幅近
50％

。 无独有
偶， 南宁市

20

余家米粉厂
月初同时涨价超过

30％

。

不同的是， 柳州市米粉价
格在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干
预下恢复正常， 南宁市却
因“调查取证难度很大”而
无实质性进展。

南宁、柳州两市米粉厂
涨价行为虽然有先后，但各
米粉厂给出的涨价理由竟
然一模一样：原材料价格上
涨。然而，两地市民及媒体

对这一理由表示强烈质疑，

因为米粉生产所需的大米、

食用油等原材料价格涨幅
远远低于米粉涨幅。

米粉是南宁、柳州、桂
林等地居民的主要食物，

日消耗量巨大。 百姓习惯
将春节称为“年关”，对衣
食住行无不早早筹划。如
今“年关”迫近，事关一日
三餐的物价问题能否合理
合法地解决， 成为考验地
方政府的一道民生关、民
心关。

(

《解放日报》闫祥岭
/

文
)

当今时代“立”什么

孔子曾经说过， 三十而
立。 立的含义在今天的许多
人眼里， 恐怕已经异化为房
子和车子。

“而立”的本意其实指
“年至三十，学有成就”，至
于是否有房有车， 甚至是
否成家，倒并非“而立”的
内涵所指。事实上，当有房
有车成为现代“而立”的标
准时， 倒是更多暴露出社
会中所弥漫的急功近利乃
至金钱至上的浮躁心态。

“三十而立”其实更多强调
的是人的责任与担当，而
不是关注于个人的财产与
收入。

三十岁了，没房没车，可
以立一些信心。 经历过一些
事，总结了一些经验，再次面
对同样境遇的时候， 可能更
成熟了， 选择可能更切合时
代的要求了。 即使面对新的
事物， 也不会有年轻时慌乱
的感觉，一点经验，往往可以
应付许多事物。三十岁了，可
以立一些信念， 步子可以走
得慢一点，朋友多联络一点，

经常和家人聚一聚， 对这个
社会负责任一点。 以前也许
走得太匆忙， 把一些很重要
的价值丢失了， 现在可以试
着拾回来。

(

《羊城晚报》邓线平
/

文
)

这对年轻情侣，他们正手挽手走在人来人往的街头。其中
的女子身着白衣、花裙、长靴，衣着时尚，但从她的裙底竟晃荡
着一条狐狸尾巴， 而被她挽着的男子的长外套下也同样冒出
了这样一条狐尾。

美女奇怪的打扮。 只穿一
只丝袜，并且还布满洞，是今年
的新穿法？

明明是个大妈，打
扮出来却像个

20

岁左
右的女孩，还若无其事
地走在大街上。在重庆
都市女性当中，悄然兴
起一股“萌”文化。这些
所谓的“萌女郎”每天
都会花上大量的时间
穿着打扮，把自己打扮
成二十甚至十几岁的
样子， 并以此为荣，相
互攀比。

重庆电视台一节目的女主持人着装照片，

照片中，女主持人外衣的
4

颗、

5

颗纽扣都没有扣
上，里面的衣服和脖子上的项链都露了出来。

男士卫生巾除了有除异味、无
副作用、抗菌等

8

大疗效外，还有网
友表示， 用来做鞋垫也是非常不错
的选择， 不过该男士卫生巾售价高
于女士卫生巾。

此女子身材
很好， 下身穿的
牛仔裤， 把内裤
都露出来了一
点， 引来不少人
议论。 只见她身
前的

2

美女学生
妹妹，看了又看，

还在议论：“穿得
好短， 内裤都出
来了！”网友当即
快步上去， 悄悄
看了下， 还是个
美女。

网友“爱笛
儿”在大渝

Q

吧，

以“偷拍一穿着
暴露的非主流
MM

取钱过程”

为题发帖，贴出
2

张非主流
MM

，

穿着内衣裤取钱
的图片， 顿时引
爆网络。

MM

比芙蓉姐姐还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