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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李琪桉

本报讯 因将“WTC”等标识用于楼盘名称，台州三

家公司被判赔偿300万元。不久前，这起世界贸易中心协

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贸中心协会”）与台州世界贸易

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世贸公司”）等侵害商标权

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入选2020年度浙江法院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典型案例。案件也给房地产商们提了个醒：“世

贸中心”不能乱用。

据公开资料显示，世贸中心协会成立于1969年，总部

设于美国，是一家致力于促进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鼓励

扩大世界贸易范围，推动国际贸易发展的非营利性、非政

治性会员机构。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以来，世贸中

心协会陆续授权国内多个组织、机构或企业使用“WTC”

“世界贸易中心”“世贸中心”等标识，上海世界贸易中心协

会便是被授权方之一。

2005年，台州世贸公司提交了入会申请后，成为上海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会员单位，协会相关章程中并未说明会

员可享有或使用世界贸易中心的知识产权授权和许可等

方面的内容。

然而，台州世贸公司作为运营商，与东森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浙江东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在台州建造、

运营了一幢名为“台州世界贸易中心”的写字楼。写字楼

位于台州市路桥区腾达路与会展西路交汇西北角，占地面

积 3000 多平方米，楼宇内外均使用了“WTC”“TAI-

ZHOUWORLDTRADECENTER”“台州世界贸易中心”

等标识和字样，并在对外宣传中使用了“一座城市只有一

个世贸中心，其中一个在台州”等宣传语。

世贸中心协会认为三家公司使用上述标识共同构成商

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于是诉至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认

定第1983918号“WTC”和第1985438号“WORLDTRA-

DECENTER”等涉案商标为驰名商标，要求三被告停止侵害

并赔偿损失300万元，其中包含合理费用。

宁波中院经审理认为：被诉侵权标识与涉案商标因

服务类别不同而不构成商标侵权，但台州世贸公司擅自

在企业名称中使用“世界贸易中心”字样以及虚假宣传，

构成不正当竞争，判决被告三家公司停止不正当竞争行

为并赔偿200万元。各方当事人均不服，上诉至浙江省

高院。

2020年11月，浙江高院经审理认为：涉案三个权利

商标在第41类会展等服务上具有很高知名度，应获得较

强力度的保护。台州世贸公司虽然系在不动产服务类别

上使用被诉侵权标识，但与权利商标核准注册的服务类别

相比，两者往往均通过在不动产上标注相关标识的方式进

行招商；台州世贸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展览服务，在宣传

中亦称楼盘具有包括会展在内的多项功能，在服务内容上

与第41类服务有交叉；两者的服务对象均包括商业地产

购买者以及召开大型会议或展览的客户群体。

因此，两种服务的目的、内容、方式、对象等存在较大

关联，以相关公众的一般认识标准，应认定两者属于类似

服务。而被诉行为除构成一审判决认定的不正当竞争外，

还侵害了涉案商标权，遂判决三被告停止商标侵权和不正

当竞争行为，登报消除影响，共同赔偿300万元。

“本案体现了浙江法院对高知名度商标给予相应强保

护的价值导向，树立了平等保护的良好国际司法形象，营

造了公平竞争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浙江高院知识产权庭

副庭长何琼说。

功模话忠诚

5月19日，省公安厅召开全省公安机关

功模代表座谈会，13名功模代表围绕自身成

长经历和工作岗位实际，畅谈践行习近平总书

记“十六字总要求”和“三能”重要指示精神的

学习体会和实践感悟。他们中，有危急关头挺

身而出，被大火严重烧伤仍初心不改的“硬汉

所长”；有扎根基层无怨无悔，奔波数万公里，

帮助34名无户口人员找回身份的“亲民警

官”；还有主动请缨逆行出征，在疫情防控、数

字治疫的赛道上奋力拼搏的“守护蓝”……他

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

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深刻内涵。 通讯员 龚轩

本报记者 陈立波 通讯员 余根铃

她16年如一日，与近2000名消防指战员结对认亲，

把对儿子的思念之情洒向消防救援队伍，带动更多人关

注、支持消防救援事业。她叫罗小双，是管志彦烈士的

妈妈，也是一群消防员的“管妈妈”。

深明大义 励子从戎

“儿子，当了消防兵，就好好为国效力，不用操心家

里。”罗小双至今仍记得2003年12月儿子管志彦入伍前

为他送行的场景。为了不让儿子分心，罗小双两年里仅

见过儿子一面，而懂事的管志彦也常常利用休息时间给

母亲打电话“汇报”：火海中成功救人、评上优秀士兵、受

到嘉奖……

2005年 8月 2日，安徽省马鞍山市一工厂发生火

灾。灭火搜救过程中，管志彦和战友顶着浓烟、热浪冲入

冷库，先后救出3名员工。但在随后的搜救中，厂房屋顶

突然坍塌，管志彦不幸被钢梁压倒，壮烈牺牲，年仅21岁。

8月3日，当罗小双来到管志彦宿舍时，儿子生前的

队友在她身后喊到：“妈妈，我们都是您的儿子！”看着

这些从不轻易落泪、此时却泣不成声的大男孩，罗小双

深受触动。“志彦走了，但他没让我失望，他对得起那身

消防服。”面对组织的关心，她表现出了一名伟大母亲的

胸怀。

亦母亦师 播撒大爱

管志彦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到他的家乡温州，当地消

防支队立即与罗小双联系，并就近安排特勤二站（原特

勤二中队）与罗小双结对认亲。于是，她成了温州消防

员眼中的“管妈妈”。此后，每一名新来的队员都会向罗

小双报到、认亲，而消防队也成了罗小双最牵挂的地方。

2006年，提前退休的罗小双更忙了：看到消防员常

常满身汗、一身泥，她很心疼，买菜给他们“开小灶”；碰

上新消防员下队、老消防员退出等特殊时间，罗小双都

会和“儿子”们叙家常、聊亲情；每逢元宵、端午、中秋等

传统节日，她总会带着社区姐妹和“儿子”们一起团汤

圆、裹粽子，吃月饼；而到了春节，她都会给不能回家的

队员们送去压岁红包和新年祝福……“‘管妈妈’给了我

们很多温暖。”温州特勤二站指导员油永登说出了不少

队员的心声。

无私奉献 母承子业

2014年3月，温州市消防支队聘请罗小双为“编外

政治指导员”。她一如既往地关心、照顾消防员，还发动

所在的蒋家桥社区志愿者成立了一支“管妈妈志愿者服

务队”，跟随消防部门一起进社区、上街头，开展消防知

识讲座、火场逃生演练、巡查消防安全隐患等。

在罗小双的牵线搭桥下，多个消防救援站分别与红

日亭、三乐亭等慈善点达成共建协议，温州支队特勤大

队将红日亭定为思想道德教育基地，数名老红军、抗战

老兵成为消防员的结对帮扶对象。

2017年11月，罗小双被省消防总队聘为消防宣传

公益使者。为了让更多人关心、支持消防，罗小双在担

任区政协委员期间每年都会撰写有关消防的提案，呼

吁全社会重视老城区消防工作，建议财政设立消防专项

经费，保障社区消防通道、高层建筑和公共消防设施安

全等。

今年元宵节，罗小双向温州市红十字会消防救助基

金捐赠13141.19元，用于救助家庭特困、因公伤残、发生

重大家庭变故和遭受灾害的消防员，“这个数字有特殊

寓意，代表我一生一世情系消防”。

一沓沓捐款收据、一摞摞荣誉证书，见证了罗小双

替儿延续消防救援事业的决心，她也因此获评全国消防

部队“英雄母亲”、第二届全国119消防奖先进个人、

2014年度浙江杰出志愿者、浙江省首届119消防奖先

进个人、温州市“最美退役军人·最美拥军人物”等荣誉

称号。

一季度我省知识产权
主要指标实现“开门红”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市闻

本报讯 省市场监管局5月19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一季度我省知识产权主要发展指标实现

“开门红”。截至3月底，全省专利授权量9.46万

余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1.19万件，同比增幅

126.7%；有效注册商标量达318.94万件，同比增

长22.07%。

今年以来，我省坚持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

全面实施知识产权强省战略，围绕“数量多起来、

结构优起来、运用活起来、形象树起来”，积极推

进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集成改革，助力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成效凸显。一季度，全省专利创造

同比显著增长，累计授权专利9.46万余件，较去

年同期增长49.4%。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36

件，同比增长27.8%。

我省专利优先审查、快速预审通道进一步提

质提速，优先审查时限从15个工作日压缩到7个

工作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领域专利快

速预审周期从4.38天压缩到3.39天。

今年一季度，全省商标注册申请量为19.86

万件，同比增长40.23%；商标注册量为21.39万

件，同比增长59.58%；有效注册量为318.94万

件，同比增长22.07%，支撑制造业品牌发展成效

明显。一季度，全省办理知识产权质押登记368

件，质押融资金额近100亿元，质押融资额持续位

列全国第一。

（上接1版）

4月26日，李先生带着落户材料，前往上虞

区公安分局户籍办证大厅申请新生儿落户“跨省

通办”业务，十几分钟后，他的申请就受理完成。

安徽的瓦店镇派出所收到上虞公安推送的申请

后，当即办理了业务。“户籍业务跨省通办，对老

百姓来说太方便了！”贾女士点赞道。

在现场，绍兴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潘

益民向记者表示，长三角区域是我国经济发展最

具活力、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经济联系的

活跃也带来了人口流动的频繁，群众办事多地

跑、折返跑、成本高等问题长期存在，开展浙皖地

区新生儿落户业务“跨省通办”是关系广大群众

切身利益的“关键小事”。近年来，绍兴公安从

“最多跑一次”到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再到数字

化改革，从“全城通办”到“浙东通办”再到“跨省

通办”，众多市场主体和广大群众异地办事多地

跑、往返跑的难点、痛点被逐一击破，数据跑腿、

数字赋能使更多政务服务上的“最后一公里”被

打通。今年以来，绍兴公安共办理通办业务9980

起，其中市内通办3850件、省内通办2950件、省

外通办3180件，同比增长56.67%。

台州一写字楼叫“世贸中心”，被判赔偿300万

儿子牺牲后，她成了2000名消防员的“管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