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华寿仙谷公司从事保健食
品的生产销售，持有的“寿仙谷”注
册商标曾被评为驰名商标、百年老
字号，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的知名
度。秦某曾是灵芝种植户，他在
2021年12月成立某公司，公司名
称中使用“寿仙谷”字样，主要经营
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灵芝片
等保健食品的生产和销售。为了
蹭大牌流量，该公司在开设店铺的
门头、装潢中公开使用“寿仙谷健
康食品”字样，在对外销售的灵芝

孢子粉、孢子油、灵芝片的外包装
上也使用含有“寿仙谷”“老寿仙”
等字样的标识。

除此之外，秦某还使用个人微
信朋友圈和抖音进行产品宣传推
广，在发布的动态、视频中也大量
使用“寿仙谷”“寿仙谷健康食品有
限公司”字样，在对外销售过程中
公司宣称为寿仙谷公司专营经销
商，并在经营过程使用名为“寿仙
谷健康”字样的二维码进行收款。

寿仙谷公司认为上述行为构

成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对其造
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于是诉至法
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秦某公司上
述行为侵权情节和损害后果较为
严重，且“搭便车”“傍名牌”的主观
恶意明显，判决公司赔偿金华寿仙
谷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
50万元。因该公司与股东秦某在
人格上和财产上存在高度混同，判
决秦某对公司的赔偿责任承担连
带责任。

承办法官提醒，企业要有品牌意识，注重将商标或者特定
人物形象培育为企业品牌标识，为企业累积无形财富。任何经
营者都要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合理避让他人品牌，任何企图

“搭便利”“傍品牌”的侵权行为都会破坏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王佳）

“傍名牌”“搭便车” 多起案件被查处

一些经营者攀附知名商标、模仿知名度更高的品牌产品，混
淆消费者判断，以“搭便车”“傍名牌”等方式销售自己的产品谋
取利益，不仅侵犯了商标专用权人的利益，还对销售市场产生恶
劣影响。近日，新吴区法院公开审理了多起相关案件。

新京武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是一家武术教育培训连锁机构，
在业内具有一定的品牌影响力，目
前在全国拥有近100家门店。随
着武术培训行业的红火，该公司一
些员工离职后也开办了武术培训
机构。其中一家培训机构使用了
原单位设计的海报进行宣传，新京
武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遂将其
告上法庭，不仅主张著作权侵权而
且认为被告公司搭其品牌便利，实
施了不正当竞争行为。

原来，这家培训机构删除了海
报中与原告有关的商标、公司简称

等信息，替换成自己机构的名字。
海报的结构、主体形象、细节刻画
与原告单位的完全一致，构成著作
权侵权并无争议。

但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需
要判断这个海报是否具有一定影
响，是否能够让消费者引起混
淆。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被告
使用的海报，是原告2023年 6月
创作登记的，原告也仅在当月用
过，海报人物形象也不是原告固
定IP，所以海报的使用时间跨度、
频数都很低，不能认定这些海报
具有一定影响。“被告的行为实际

也刻意回避了原告的信息，得不
出他想蹭原告知名度的倾向，所
以我们最终认定被告没有实施不
正当竞争的行为。但是，被告的
负责人曾经在原告公司工作，而
且该海报也是用在了武术培训招
生上，被告存在明显的故意，也客
观上省去了一笔设计费用，所以
最后法院在判决确定赔偿数额
时，采取了较高的赔偿标准。”承
办法官解释说。最终，法院判决
无锡某公司著作权侵权成立，并
赔偿新京武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
合理开支3.4万元。

保健品碰瓷大品牌

擅用老东家宣传海报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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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承诺父母“房子住到终老”却反悔
老人将儿子诉至法庭

父母和儿子口头约定，将老房的
售卖款赠与儿子，父母居住在儿子名
下的房屋中直至终老。谁知几年后，
儿子想卖掉这套房屋，老人还能继续
在这套房屋里居住吗？近日，梁溪区
法院审理了该案。

老李和妻子老林婚后生育一子
小李和一女小玲。老李和老林原本
有一套位于6楼的楼梯房。考虑到
父母年过七旬，腿脚不方便，小李和
妻子提议老两口搬到位于2楼的房
屋内居住，这套房屋是在小李夫妻名
下。他们表示：“爸妈放心，这套房屋
你们可以一直住下去。”

2014年6月，老李和老林搬到2
楼房屋内，并将自己6楼的房屋出
租，租金交给小李。三年后，房价上
涨，在小李的劝说下，老夫妻决定把6
楼的房子卖掉，最终成交价为49万
元。老李把房款全部给了儿子小李，

小李也口头承诺自己的父母可以在2
楼那套房屋内居住，直至终老。

不料，老李在2018年生病去世，
老林则表示愿意自己一人居住，不愿
与儿女同住。此后，小李以照顾母亲
为由，多次提出要母亲和自己一起居
住，并称想卖掉2楼的房屋，均被老
林拒绝。

2020年，老林不小心摔伤住院，
出院后因行动不便需要人照顾，遂决
定住到女儿小玲家。老林伤愈回家
后，发现房门门锁竟被儿子注了胶
水，她进不去了。“当初说好我可以一
直住在这里，儿子现在这样做让人心
寒。”老林认为小李想卖房，此举是向
自己施压，但她哪儿都不想去，于是
决定和小李对簿公堂。

在庭审中，小李表示2楼的房屋
已经老旧，下水道维修过多次，母亲
年事已高，偶尔还会忘关煤气、忘带

钥匙，他认为母亲不适合一人居住。
关于房屋居住权的问题，小李提出，
当时只是口头约定，并没有订立书面
合同。他是房屋所有权人，有权决定
是否将房屋出售。

经法院查明，2020年6月，小李
曾起草了一份关于赡养母亲的协议，
发送给小玲，其中说明“父母亲与兄
妹俩讲明，6楼的售房款归儿子所有，
父母亲则继续居住在2楼房屋内直
至终老……”庭审中，小李陈述，因双
方对于是否公开母亲的存款情况有
异议，故该协议未被签署。

法院审理后认为，成年子女对
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
赡养人应当妥善安排老人的住房。
根据上述协议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
述，可以认定小李承诺赡养两位老
人，老两口在享有2楼房屋居住权的
前提下将6楼的售房款赠与小李。

现在小李已取得售房款，应当尽到
赡养母亲的义务，依承诺给予林某
在2楼房屋内居住使用的权利。最
后，法院判决老林对2楼房屋享有居
住权，小李应配合老林至不动产登
记部门办理房屋居住权登记手续。
小李对判决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
院维持原判。

“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
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上
述案件中，可以认定李某一家就售房
款的归属及老两口的居住问题达成
了一致意见，且已按照口头协议进行
履行。”承办法官解释道，居住权人有
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
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
居住的需要。老林依照双方的协议，
取得了2楼房屋的居住权，要求依法
办理居住权证，合法有据，应予支持。

（晚报记者 王佳）

慈善助学发布首日
全部结对成功
无锡人满满的爱心
让36个捐助名额“日光”

本报讯 7月 9日，无锡市慈善总
会（市慈善联合会）与本报启动2024
年度“牵手圆梦”慈善结对助学项目，
共推出36名成绩优秀的孩子，他们家
庭遇到各种暂时困难，需要在学业上
助他们一臂之力。短短的12小时以
内，22名学生在线上结对，14名学生
在线下结对，所有名额“日光”，见证了
无锡人涌动的爱心。

9日22点，爱心市民龚先生还没
来得及吃晚饭，就急着打开“无锡善
捐”平台的网页，却发现自己想捐助的
一名男生已被人“抢走”。“这是好事，
这么多有爱的人”，龚先生在遗憾的同
时，也觉得这是好现象，无锡真是一座
暖城。

另一位爱心市民小汤姑娘已连续
三年参加慈善助学。她原想继续资助
去年结对的学生，结果被另一位爱心
市民“捷足先登”，只能另选对象。今
年，小汤还带动身边的朋友关注慈善
结对，结果朋友也是动作稍稍慢了一
点，发现已无学生可资助。

据工作人员介绍，今年助学名额
抢得很快。新四军老战士秦洪曾一直
热心助学，20多年来感召了1000多名
社会爱心人士开展慈善助学、扶贫、救
急、帮困活动。她去世后，这份爱心事
业没有中断，她创办的恒海希望工程
仍然在继续，这个民间组织本次资助
了6名大学生。爱心市民胡先生则是
直接到惠钱路上的无锡市慈善总会
（市慈善联合会），资助了7名大学生，
一口气支付3万余元。9日下午，市民
杜老伯争取到了最后4名学生。这一
天时间，所有需要捐助的学生全部结
对完毕，令工作人员十分感慨。

据介绍，如果还有市民想捐助学
生的话，可以关注“无锡善捐”平台，7
月下旬还将推出一次助学活动。届时
会以慈善项目的形式出现，不设具体
捐赠对象，捐助资金随意，将纳入一个
总盘子，为贫困学子们的新学期保驾
护航。

（黄孝萍）

（新华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