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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投 诉

因店招含有“青花椒”三字，成都温
江一餐饮经营者被上海万翠堂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起诉商标侵权。2021 年 11
月26日，一审法院判决被告餐饮店立即
停止使用“青花椒”字样的标识，并赔偿
原告上海万翠堂30000元。

被告不服判决，向四川省高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据了解，该案二审将于
1月13日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开
庭审理。

起诉侵权
原告提出5万元赔偿请求

被告成都温江五阿婆青花椒鱼火
锅（后改名邹鱼匠青花椒鱼火锅）经营
者邹先生告诉记者，2021年9月，上海
万翠堂以“侵害商标权纠纷”为由将自
己诉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提出5
万元的赔偿请求。

“最开始接到传票时，我们还以
为这是新型诈骗。”邹先生的妻子杨
女士说，当时他们觉得奇怪，于是拨
通了传票附上的法官电话求证，法官
告知他们确有其事，两人这才确信自
己因为“青花椒”这三个字被告上了
法庭。

“我们觉得很懵，不知道怎么回事。”
杨女士说，在她看来，“青花椒”就是一味
调料，而自家招牌为“邹鱼匠青花椒鱼火
锅”，也并没有想要格外突出青花椒。

杨女士说，从确认传票为真开始，自
己基本上就没有吃好饭、睡好觉，想不明
白为什么使用“青花椒”三个字会惹上官
司。目前，杨女士店招上的“青”字已被

遮挡，变成了“邹鱼匠花椒鱼火锅”。

一审判决
被告停止使用“青花椒”标识

根据邹先生提供的法院判决书，关
于该案涉案商标的权属情况，法院认
定 ，第 12046607 号 注 册 商 标 、第
17320763号注册商标、第23986528号
注册商标均为万翠堂公司取得，核定服
务项目为第43类，包括饭店、餐厅等。
商标均在有效期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
四十八条规定，本法所称商标的使用，

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
器以及商业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
于广告宣传、展览及其他商业活动中，
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被诉侵权标
识被五阿婆火锅店用于店招等处，且属于
突出使用，其使用方式、所使用的位置起
到了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属于商标性使
用。五阿婆火锅店主张被诉侵权标识“青
花椒”属于通用名称，法院认为，五阿婆火
锅店未能举证证明“青花椒”为“饭店”这
一服务类别的法定或约定俗成的通用名
称，对五阿婆火锅店的相关主张，法院依
法不予支持。

2021年11月26日，成都市中级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该案，邹先生败诉。
法院判决，邹先生的火锅店立即停止在
店招上使用“青花椒”字样的标识，并赔
偿原告上海万翠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经济损失 25000 元及合理开支 5000
元，共计30000元。

二审将开庭
将邀请多方面人员参加旁听

1月11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了解到，邹先生已经在四川省知识产
权保护中心提供的公益法律维权援助服
务下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记者随后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确认消息属实。据悉，案件将于1月13
日开庭二审。案件由省高院党组成
员、副院长刘楠担任审判长，并将邀
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省市场
监管局、省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
省商标协会、省律师协会，以及青花
椒行业协会等人员旁听庭审。

对此，杨女士表示，希望二审结束
后，店招上的“青”字能重新被挂起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苟春戴竺芯

被起诉后，涉事餐饮店已将店招上
的“青”字去除。

涉事餐饮店原来的店招。

成都一餐馆店招含“青花椒”一审被判侵权
二审明日开庭，将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相关人员参加旁听

“黑色衣服被洗成了深灰色，咋个
穿？”近日，成都市民李女士向封面新闻
云投诉平台反映，去年11月，她将一件
价值3万元的衣服送到通盈街某洗衣店
干洗，但取衣服时却发现，黑色衣服被
洗成了深灰色，“完全就是变了一件衣
服。”之后，她与洗衣店交涉，对方称衣
服还能穿，只同意赔偿 5000 元洗衣卡。
这让李女士感到十分不满。

1月8日下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来到该洗衣店进行了走访。

遭遇
价值3万的新衣服被洗掉色

去年11月9日，李女士购买了一件
价值3万元的衣服。11月25日，她将衣
服送到洗衣店清洗，两天后取衣服时发
现，黑色衣服被洗成了深灰色，“当时差
点没认出来。”对此，李女士非常不满，
拿着衣服向洗衣店讨要说法。

“洗衣店当时表示，可以对衣服进
行修复。”李女士说，1个月修复了3次，

也没有将衣服恢复成原样。
之后，商家就赔偿问题和李女士进

行了沟通。李女士回忆，该洗衣店负责
人表示衣服还能穿，给出的解决方案是

赔偿5000元洗衣卡。而李女士认为，
洗衣店把衣服面料洗坏了，却以衣服还
能穿这种话来糊弄。“现在衣服还在洗
衣店没拿回来。”她说。

回应
衣服并没有丧失穿着价值

1月8日下午两点半，记者来到通
盈街的这家洗衣店看到，该店提供洗衣
和皮革护理服务，价格从20元到1000
元不等，价格表下有一排字写着“高档
服装建议您保值清洗”。

该洗衣店店长说，李女士的衣服送
来清洗后，颜色有些发白，后来做了修
复处理，但效果并不好，双方就赔偿问
题产生了争执。在交涉过程中，李女士
提出希望得到其他解决方案，但店长告
诉李女士自己没有权限，会有专人来负
责。

8日下午3点半，记者拨打了李女
士提供的洗衣店相关负责人电话。对
方表示，衣服洗坏了，该承担的责任一
定会承担，可以修复衣服，并提供
5000元洗衣卡作为经济补偿，但李女
士不接受。对于李女士提出的按衣服
全款或原价基础上打 9折进行赔偿，

该负责人回应说，如果衣服确实不能
穿了，该怎么赔就怎么赔，但是现在这
件衣服并没有丧失穿着价值，不能满
足李女士的要求。

目前，事情还在进一步协商中。

律师说法
名贵衣物建议保值清洗

面对这种情况，李女士该如何维权
呢？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刘
元涛说，李女士可向经营者主张退还洗
衣费并赔偿衣物损失费用，若双方签订
有保值清洗协议，可根据保值清洗协议
内容予以具体解决。若未签订保值清
洗协议，双方可协商解决。如果协商无
果，李女士可以通过在经营场所公共区
域公示的投诉电话进行投诉；若未公示
投诉电话的，可选择向洗染行业协会或
消费者协会申诉，也可向法院提起诉讼
维护自己的权益。

刘律师还建议，消费者在送洗衣
物时，如果是名牌衣物或文物古藏衣
物饰品时，应当主动提出衣物的珍贵
性，要求选择保值清洗方式并支付相
应费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博

价值3万元的衣服洗掉色商家只赔5000元洗衣卡

衣服上的标签显示，这件衣服原价
为31800元。

“青花椒商标维权事件”追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