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抢注商标还告了同行
“两江游”差点成了这家公司“独食”

法院判决，该公司存在主观恶意，构成权利滥用，驳回全部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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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时间 他们抢注“两江游”系列商标

2016年至2018年间，重庆某信息技术公司申请注册了“满
江红”“交运明珠”“交运明月”等多个商标，核定使用在商标国际
分类第12类和第39类。

2021年3月，这家公司注册“重庆两江夜游”网站，在线销
售重庆“两江游”船票，包括“交运明珠”“交运明月”等多艘游船。

去年7月，这家公司以成都某旅行社在马蜂窝平台销售重
庆“两江游”船票时使用“满江红”“交运明珠”“交运明月”字样进
行宣传，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为由向渝中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121000元。成都某旅行社辩称系正当使
用重庆“两江游”游船名称，不构成商标侵权。

经法院查明，“满江红”“交运明珠”“交运明月”系重庆客轮有
限公司所有并服务于重庆“两江游”的游船名称。重庆客轮有限
公司与重庆某信息技术公司并不存在业务合作，亦未授权其代理
票务，对游船名称被注册为商标一事尚不知情。

同时，除“满江红”“交运明珠”“交运明月”商标外，这家公司
还注册了“两江游”“两江夜游”“两江夜游船票”“金碧”“朝天皓
月”等多个与“两江游”相关的商标。

法院判决 抢注存在主观恶意和权利滥用

法院经审理认为，“满江红”“交运明珠”“交运明月”作为重
庆“两江游”游船名称，已被公众熟知且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知名
度。成都某旅行社在网络平台销售“两江游”船票时使用上述标
识，目的是告知消费者提供“两江游”服务的具体游船信息，系对
游船名称的合理使用，不构成商标侵权。重庆某信息技术公司
作为本地旅游服务企业，在明知上述标识系“两江游”游船名称
且已在先使用的情况下，仍大量申请注册“两江游”相关商标并
向同业经营者提起商标侵权诉讼，缺乏合法权利基础，损害了相
关市场主体参与市场公平竞争的权利，存在牟取不正当利益的
主观恶意，构成权利滥用。最终，法院驳回了重庆某信息技术公
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

法官提醒：商标作为区分商品或服务来源的重要商业标志，
越来越多地受到各类市场主体的重视。但是，申请注册和使用
商标，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
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
标。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徐勤 通讯员 秦丹丹 实习生 智怡宁

万州公安消息，私下用了钱，却伪造银行
存单蒙蔽家人，这不是家务事，而是犯罪！

近日，重庆市万州区公安局经侦支队在
市局经侦总队的大力支持下，经过缜密侦查，
成功破获一起伪造金融票证案，抓获犯罪嫌
疑人一名，以实际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经
济犯罪。

前段时间，接上级公安部门下发重要线
索，万州区长岭镇一居民涉嫌伪造金融票
证。接到此线索后，万州区公安局经侦支队
迅速行动，对涉嫌犯罪行为展开立案侦查。

经过缜密调查，警方发现2021年5月长
岭镇居民吴某因手里缺钱但又不敢直接向母
亲索要，便把目光瞄准了母亲放在家里未设
密码的银行定期存单。吴某不仅拍照保存了
该存单的正反面，还在网络上寻找能够伪造
金融票证的商家。通过社交软件，吴某将存
单的照片发送给商家，成功伪造了一张与原
存单相似的金融票证。其后，她巧妙地将伪
造的存单替换了母亲的原存单，并前往银行
提取了存款，用于个人消费。

吴某本以为自己“狸猫换太子”的伎俩神
不知鬼不觉，只要到时自己有了钱，再向母亲
坦白一切，顶多也就只会被骂两句。但谁知，
纸终究包不住火。

就在吴某还在暗自庆幸自己的计谋一直
未被发现时，为吴某伪造金融票证的窝点被公
安机关捣毁，吴某的犯罪事实也被公安机关掌
握。目前，吴某因涉嫌伪造金融票证，被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已经移送至检察机关审
查起诉。

警方提醒：吴某伪造存单从表面看是欺
骗了自己的母亲，本质上却是破坏和扰乱了国
家金融管理秩序，触碰了刑律。所以，即使只
是欺骗家里人，伪造银行存单也是犯罪！另
外，汇票、本票、支票，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
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
据、文件，信用卡等，均不可私自伪造或变造，
否则将面临法律的严惩。

据万州公安微信公众号

名校一直以来备受家长和学生的青睐。
然而，正是这份对名校的渴望，让一些不法分子
看到了“商机”。他们谎称有“特殊渠道”或“内
部关系”，承诺能够安排孩子进入这些名校，从
而骗取大量钱财。最近，沙坪坝区警方成功破
获了一起涉及名校招生的诈骗案，涉案金额高
达50余万元，受害家长多达10余人。

2023年8月底，市民何某奇向沙坪坝区
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报案，称他和朋友被自己的
亲哥哥骗了。原来，何某奇的朋友的小孩正值

“小升初”阶段，意向就是读一所名校，一直听
说哥哥何某南在教育界很有人脉资源，便请他
帮忙打通关系，安排小孩入学。何某南欣然答
应，并让弟弟向请托人收取4万元活动费。

然而，直到9月份，周围的小朋友们都陆
续开学了，请托人还是没有收到录取消息，便
找到何某奇要求退还活动费。何某奇立即找
到哥哥何某南，不料，这4万元钱早已被挥霍
一空。意识到哥哥可能是以招生名义在外行
骗，何某奇一怒之下，协同朋友一起将哥哥扭
送至公安机关。

了解情况后，刑侦支队民警迅速展开调
查，逐步还原出何某南的犯罪事实。原来，何
某南一直对外谎称能够帮助学生解决名校入
学指标。利用虚假的“人脉”和“关系”，以招
生为名进行诈骗活动。经查实，何某南就曾
因类似的诈骗行为被判刑13年。出狱后仍
不思悔改，继续利用家长对名校的渴望实施
诈骗。经查，2023年以来，何某南共诈骗10
余名家长，涉案金额达50余万元。

刑侦支队民警钟应涛表示：“何某南的诈
骗手段并不高明，他先是谎称需要打通关系
收取好处费，再根据学校的知名度加收费
用。受害家长往往在孩子未能如期入学时才
意识到自己被骗。”

目前，犯罪嫌疑人何某南已移送沙坪坝
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警方提示：广大学生及家长朋友，请认真
研究市教委、区教委考试入学政策，按照规范
流程升学，切不可轻易相信“内部指标”“免试
入学”等招生噱头，谨防招生诈骗。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宋剑

家中6万多元黄金首饰不翼而飞，而盗窃现场却无任何破
坏痕迹，近日，重庆高新区警方成功破获一起入室盗窃案件，没
想到嫌疑人竟是失主前男友。

疑似熟人作案 她想起了前男友

3月16日15时许，香炉山派出所接到市民董女士的报警，称
家中价值6万元的黄金首饰被盗。民警在事发现场调查发现，董女
士家中门窗均没有被人为破坏的痕迹，且家中并不杂乱，翻动的目
标明确，民警初步判断熟人作案的可能性较大。

随着调查的深入，董女士告诉民警，自己的前男友陈某对自
己家很熟悉，两人因为各种缘故，已于一年前和平分手。

民警根据董女士提供的线索，立即调取其家中和周边的监
控，经过反复观看和分析研判，民警发现一可疑男子于3月16
日凌晨两点进入董女士家中实施盗窃。

经过董女士辨认，该视频中行窃的男子就是其前男友陈
某。随后，办案民警于3月17日13时在高新区大学城某餐馆旁
将犯罪嫌疑人陈某当场抓获，此时距董女士报案不足24小时。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陈某对其在董女士家中实施盗窃的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

进门拔了监控 却不料“断电续航”

据嫌疑人供述，从今年1月份至被抓，自己共到董女士家中实
施了三次盗窃，董女士家中存放在各处的七八件黄金首饰，自己每
次只“拿”一两件，粗心的董女士对此丝毫没有察觉。

直到第三次，也就是3月16日凌晨自己如法炮制时，“拿”
了两个黄金戒指、一条金项链和一颗黄金转运珠，才被董女士发
觉进而报警。

据陈某交代，实施第一次盗窃是因为有次在刷抖音视频时，
刷到了前女友正在云南旅游，当时欠着几十万贷款的陈某正感
到焦头烂额，恰巧想到家中柜子里有一把董女士家的紧急备用

钥匙，于是便萌生了去她家“淘金”的想法。于是，他在1月中旬
和2月10日两次进入董女士家中盗窃，且每次陈某进入董女士
家中后，就会将监控的电源插头拔掉，然后再实施盗窃。走前故
意不插上监控插头，造成是家中小猫将电源线碰掉的假象。

第三次，陈某将作案时间定在了3月16日凌晨两点，再次
满载而归。殊不知，16日下午董女士回家后发现家中异常，清
点首饰后发现自己丢失了多件黄金首饰，于是报警。

在民警调查过程中，发现董女士家中的监控带有断电自动续航
功能，将陈某此次的作案行为全部记录，让落网后的陈某无可抵赖。

在案件告破后，董女士告诉民警自己将立即更换门锁，以后
严格管理家中钥匙，同时以后在朋友圈、抖音分享生活时也要注
意隐私保护。

陈某三次入室盗窃前女友家中黄金首饰，共计变卖获利
20913元。

目前，嫌疑人陈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宋剑

这不是“过家家”
女子伪造“存单”
糊弄老母亲被刑拘

抖音刷到前女友正外出旅游 他决定去她家“淘金”

指认现场

谎称有小升初特殊渠道
骗得50万元

他连亲弟都没放过

乘游船游览两江的“两江游”将重庆山水与山城夜景相结合，为
游客提供了绝佳观景平台，逐渐成为在重庆旅游的重要打卡项目。
不料这样的热门旅游项目，差点被别人从碗里“抢食”。近日，重庆
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抢注“两江游”系列商标并针对同业经
营者提起侵权诉讼的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