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记者在中国商标网查询发现，截至2021
年8月18日，申请注册“全红婵”的商标共计17件，
其中深圳一家企业注册申请的“全红婵”同名商标
数量达到10条，目前商标状态均为申请中。此外，
奥运名将杨倩、苏炳添等姓名也都被抢注商标。
对此，中国奥委会18日发表郑重提示，告诫社会各
界人士在开展商业活动时要保持理性，尊重运动
员合法权益，不得以奥运健儿名字恶意抢注商标，
否则将会追究法律责任。据了解，截至8月15日，
东京奥运会含集体项目在内的 50 位金牌获得者
中，有20位姓名被申请注册成功商标，且注册时间
基本在东京奥运会举办之前。 （来源：央视）

@天下为公：第一商标注册部门应拒批，第二
当事人以侵犯姓名权起诉。对投机取巧之奸商应
该严惩！

@snn：昨天在复习民法知识产权部分的时候
就想起了这个，果不其然，真的就是有那么不要脸
的人。

@顾荣华：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类行为，且及
时曝光，让全国人民看看是哪些人在做这样的丑
陋行为。

@异客：这种没有底线的商业行为是否有法
律法规监管惩戒呢？

@木莯丶：本来就有明文规定不能注册一些
特殊商标的，比如一些烈士军人，就算你是同名也
不能私自注册。

@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建设者：社会需要创新
性竞争和正风气，这种带有严重投机性质的恶意
抢注，不利于发展导向。

蹭别人的名气，做自己的生意，商家的“如意
算盘”打得响。对那些“恰好”在运动员成名后，

“卡点”提交与运动员重名或有明显关联的商标
的企业，大家也不是傻子。恶意抢注，除了侵害
他人权益，事实上也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更有可
能助长机会主义的不良风气。对此，仅靠道德谴
责是不够的，应当提高惩戒力度，起到有力的震慑
效果。

近来，在美容护肤市场上，“刷酸”这个词火
了。所谓的“刷酸”其实是一种化学换肤术，将化
学制剂涂在皮肤表面，导致皮肤可控的损伤后促
进新的皮肤再生。但较高浓度的“酸”对皮肤具
有一定刺激和破坏作用。但在美妆市场上，一些
护肤品或者美容院打着“刷酸”的名头，夸大宣
传，对消费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误导。近日，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科普知识“栏目发布一
篇题为《科学认识”刷酸“美容》的文章，提示公众
科学认识“刷酸”美容。刷酸治疗需在具有医疗
资质的医院或诊所,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进行
操作,否则可能美容变毁容。

（来源：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

@青山沃土：美容大忽悠。
@淌涽氺：应接不暇的新名词，层出不穷的老

炒作。
@野生花：换肤也只是一时性的。皮肤不仅

是人体分布最广的器官，也是一个细胞集合。它
不可能不限量的分裂。

@Yong：排酸呢？很多美容机构现在都在搞
排酸。

@文忠：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美容一定要
讲科学，不可胡来。否则，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空晚晴：面诊美容医生，我说偶尔有闭合粉
刺，是不是要刷酸，医生告诉我刷酸会让皮肤脆
弱敏感，还容易变黑，告诉我好的办法是疯狂补
水。

@纵然山海远：从未刷过，别熬夜，洗脸洗干
净，少吃辣，不会有太大问题。

从国家药监局的科普文中看，“刷酸”理论上
说的确具有美肤效果，但这种技术也不是可能拿
来就用的，它对各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对于任
何一项医学技术，使用得当可以治病，滥用的话
也会产生巨大的杀伤力。只让有资质的人严格
遵循技术规范来操作，方能确保安全。所以，除
了要加强个案治理，还应该出台对策、强化治理，
让医学技术得到管制，用于正途。

陕西商洛，年初，银行职工王某在某投资
平台上投入10多万元，发现被骗后报警，民警
为防止他再次被骗，推荐他安装反诈APP“国
家反诈中心”。7月，王某幻想平台能返款，便
加入该平台QQ联络群，结果又被骗17万多
元，两次共损失 30 多万元。荒唐的是，反诈
APP 在这期间一直在提醒王某，他为了不被
打扰却直接卸载了APP。 （来源：漩涡视频）

@小娜是剪刀手展昭：蠢得一塌糊涂。
@小喵喵有小猫猫：想起了我们这边被

通报的一个人，跟骗子打电话过程中接到了
反诈中心的提醒，他跟骗子说我接到防诈骗
电话了哎，骗子说你挂断，他就真的挂断了，
然后就被骗了……

@SerendiPitY-Elio：我之前打高危劝
阻预警电话，苦口婆心劝了一番，对方说放心
吧我没被骗。挂完电话 5分钟，她报警了
……没想到吧，还是我接。

@一起开瓶汽水：银行职员被骗，如同反
诈骗警察被骗一样魔幻。银行经常搞反诈骗
培训啊，休息时间还得学各种反诈骗网课，还
有反诈骗专题考试。

@丁真先生的慌张小姐：虽然我平时也
挺谨慎，银行和移动打来的电话只要是要我
输入什么东西，我都会拒绝，陌生地区特别是
海外打来的电话直接不接，各种链接从来不
点但多一重保障更安心，看到这个热搜我立
刻拿起手机下载了国家反诈中心APP。

自古“真情”留不住，唯有套路得人心。
这句话或许也能活用在此处。其实针对“反
诈”，近几年警方也一直在做很多的努力，无
锡警方也一直在推广终结诈骗服务号及“金
钟罩”小程序，同时也常年通过不同形式让

“反诈”宣传深入生活。所以，不要以为自己
不会被骗子套路，奇怪的号码不要接、不要
信，善意提醒不要无视，捂好自己和家人的

“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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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酸”美容受追捧？
国家药监局公开点名

嫌“反诈”APP提醒烦
银行职工卸载后被骗

为偶像借贷氪金一年开销达6位数

饭圈年轻人借贷追星？

告别饭圈近两年，王梦琪还是没能填补
上偶像在她生活中留下的窟窿。她曾疯狂追
星一年多，开销高达6位数。而直到现在，王
梦琪还未完全填平网贷的“坑”。出资支持偶
像，已经成为当下青少年追星的普遍现象。
有调查显示，69.04%的追星族曾为偶像花过
钱，4.67%的追星族平均每月为偶像花费超
5000 元，36.36%粉丝追星单笔消费超 2000
元。其中，网红、主播的粉丝最舍得花钱。据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庭长陈
海仪介绍，学生互联网金融借贷案多由追星
行为产生，涉及直播打赏的案件高达 94%以
上都是 18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金额少则几
万元，多则上百万元。”（来源：中青报）

@芒果冻：理智追
星。这只是一个极端例
子吧。

@爱困的 Tina：看
了一眼这个疯狂的粉丝，
买的甚至不是官方周边，
粉丝自己出的她也买。
购买这些侵权产品那是
花钱厉害，但是这只能怪
她自己脑子不清楚，完全
不敢苟同。

@一笺深浅墨：现在
饭圈低龄化太严重了，自
己有能力买专辑冲销量

可以，经济还不独立的买
一张支持一下也很好，但
是真的不应该逼着没经
济能力的学生党花爸妈
的钱去冲销量。必须整
治饭圈化！

@兔子队长 05：追
星是为了自己开心而不
是负担，先把自己的生活
过好，贷款追星不可取。

@ 人 间 至 味 清 欢
lrx：粉人不粉圈，打投刷
榜我不行，远离饭圈保平
安。

这则新闻中披露的当下年轻人追星的
疯狂举动，简直让人目瞪口呆。当然，相信
这样的案例还是属于极端个案。追星本身
无可厚非，很多人选对偶像，正向着美好的
方向努力。但是，不理智的追星要坚决反
对。年轻人被引诱着一步一步陷入到疯狂
的地步，追着追着追到了死胡同，不讲是非
曲直，不重视善恶美丑，丢失了自己，甚至
危害社会。这样的追星，是一种病。

奥运健儿被多方抢注商标
中国奥委会发表郑重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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