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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个 中 国 记 者 节

11月8日，第23个中国记者节，由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第三十
二届中国新闻奖评选结果揭晓。作为国
内等级最高的新闻奖，中国新闻奖今年
首设舆论监督报道奖，华西都市报以《店
招用了‘青花椒’竟成被告”系列报道》斩
获该奖项。

2021 年，从成都、广安到上海、北
京，记者持续数月追踪，对四川餐饮商家
店招使用“青花椒”三字被上海一公司起
诉商标侵权一事进行调查走访，在获得
上海核心当事方独家回应的同时，策动
多方力量，将“青花椒”事件公诸于众。
经过不懈努力，“青花椒”案获得法院改
判，商家重新挂上了“青花椒”的招牌，

“青花椒”案也被写入最高法工作报告。
记者拿起笔杆子，通过舆论监督报

道推动“良法善治”，维护了公平正义。今
天，我们再次用文字分享“青花椒”报道背
后的故事和那些难以忘怀的“名场面”。

讲述人 记者朱珠
商家不明白为啥成被告

四川多家店招含“青花椒”字样的
餐馆被上海一家公司告了！2021年12
月23日，获得这一消息后，我们报道组
第一时间开启走访调查，而我也遭遇了
采访生涯以来的第一次“滑铁卢”。

以为提前联系到了餐馆老板就能
顺利采访，但当我抵达位于成都簇桥的
这家“青花椒鱼”火锅店，刚举起手机想
拍点素材时，就被突然出现的店主夫妇
拦住了，“你在拍什么，是谁派你来
的？！”两人的一番激烈言辞让我心生畏
惧。在拿出证件说明自己来历后，他们
才勉强相信。

为何会如此抗拒采访？老板夫妇
表明原因：近期频繁接到法院和律师的
电话，难辨真假，害怕维持生计的小餐
馆被迫关门。他们始终不明白：“四川
人祖祖辈辈使用青花椒，为什么突然会
成为被告？”

从店家这里我了解到，四川地区还
有多家“青花椒”店铺都“遭了”，但他们
不知道如何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有
的甚至赔钱了事。为了维权，商家们自
发建了维权群。

经过我们第一轮报道，事件获得了
多个部门的关注。

讲述人 记者朱宁李庆
实地蹲守寻找真相

“青花椒维权案”调查期间，在了解
到诉讼方是上海万翠堂餐饮管理公司
（以下简称“万翠堂”）后，2021年12月
23日晚上，我与同事就开始打点行装，
第一时间住往上海万翠堂总部所在地。

采访当事方，吃闭门羹是意料之中
的事。

第一次上门吃闭门羹，我们没有气
馁；第二次探访，依旧失败。无奈，我们
就在万翠堂公司门口蹲点，虽然探访结
果都是“不知道”“不了解”“没听说”，但
我们相信，不管是记者自身的职业素养
还是我们特有的“华西铁军”精神，都要
求我们在面对困难时，直面它、解决它，
最终找出事情的真相。

或许是我们的蹲守让万翠堂方面
看到了不直面回应“打发”不了我们，也
或许是迫于舆论压力，万翠堂最终接受
了我们的采访，并给出了独家回复：“深
感抱歉、全部撤诉”。

讲述人 记者吴冰清
知识产权维权道阻且长

继“潼关肉夹馍”“逍遥镇胡辣汤”
被诉商标侵权后，四川“青花椒”也遭遇
了相同的命运。这样的事情看起来是

“摊上”了，但也折射出知识产权维权
“道阻且长”。

作为商家，他们并不知道通过什么
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在此之前，他们所
做的，就是被动应诉。在采访介入后，我
们向他们支了招：找四川省知识产权服

务促进中心，那里可以提供专业的援助。
为帮助商家们申请援助，我第一时间
对接了四川省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

打通“壁垒”后，一切变得顺利。四
川省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责成维权
援助处和创新服务处会同四川省知识
产权保护中心立即启动知识产权维权
援助应急预案，从备案的知识产权维权
援助专家库中选人成立专家组，对相关
商标诉讼案件进行研究，及时提出专业
的指导咨询意见。

有了“智囊团”，商家们维权也有了
方向，这也是青花椒事件“坏事变好”的
意义所在。

讲述人 记者苟春
我见证“青”字重回店招

2022年1月22日，一个崭新的“青”
字回到了杨女士店铺的店招上。这天的
杨女士，没有了初见时的糟心，也没有了
开庭前的忧虑，有的只是自信笃定。

一个月前，我赶往成都市温江区邹
鱼匠青花椒鱼火锅（原名“温江五阿婆
青花椒鱼火锅店”）看到，原本店招上的
青花椒三字中的“青”字已被拆除，店内
装饰、菜单等的“青”字也以各种方式被
拆除或遮挡。店主杨女士说，因为店招
有“青花椒”几个字，万翠堂以“商标侵
权”为由将他们告上法庭，一审判决他
们赔偿原告3万元，并在店招上停止使
用“青花椒”标识。

诉讼期间，怕惹麻烦的杨女士特意
将店招“青花椒”中的“青”字去掉。

经过媒体报道，该案二审得到广泛
关注并被改判。对此，杨女士很激动，
庭审结束时，她告诉我，已经重新制作
店招，等制作完成并拿到判决书后，他
们再挂上去。

讲述人 记者戴竺芯
舆论监督报道汇聚的力量

2022年1月19日，涉“青花椒”案
的商户之一唐姐高高兴兴给我发来信

息，说“青花椒”事件结束了，为了感谢
帮助，商家们商量着要做锦旗送给我
们。24日，唐姐就送来写着“仗义护真
理，为民论是非”的锦旗，同事都很高
兴。锦旗也说明了这次报道的实效，让
我感受到舆论监督报道汇聚的力量。

唐姐是我一直跟进采访的当事人，
最初我联系上她时，唐姐很苦恼，说自
己做点小本生意，怎么就惹上了官司？

为了给商户们争取帮助，我们各口
线的记者多方联系，四川花椒产业发展
促进协会、四川省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中
心、律师纷纷支招。伴随着二审判决尘
埃落定，商户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如今，唐姐在另一个地段重新租了
商铺，“青花椒鱼火锅”又开张了，看着
她分享在朋友圈中店铺里热热闹闹的
场景，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讲述人 记者粟裕
案例推动新时代法治进程

今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
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
会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向大会
作工作报告，其中提到“青花椒维权
案”。报告明确——不支持此类“碰瓷
式”维权。

回顾青花椒案报道，前方同事了解
案件真相后，我作为最高法的跑口记
者，想到该案对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具有
重要意义，在多次沟通和争取下，独家
专访了最高法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
中心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冯晓
青。冯教授的权威解读，为万翠堂与五
阿婆火锅店纠纷案二审改判提供了更
多法律依据，也为最高法多次将该案作
为典型案例宣传奠定了基础。

今年4月，最高法举行新闻发布
会，再次点名“青花椒”案。最高法的表
态，推动了中国法治的进程，对未来商
标的合理使用将带来深远影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特别报道组

“青花椒”的“青”字重回店招。

商户向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赠送锦旗。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
记者 吴浩）11月 8日，中华全国新闻
工作者协会主办的第三十二届中国新
闻奖评选结果揭晓。本届中国新闻奖
共评选出376件获奖作品，其中特别
奖3件、一等奖72件、二等奖116件、
三等奖185件。与此同时，中华全国
新闻工作者协会评选出长江韬奋奖

获奖者20名，其中长江系列10名、韬
奋系列10名。

四川共有11件作品获奖，其中，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7 件作品榜上有
名，包含1件二等奖作品和6件三等
奖作品；四川省广播影视少数民族语
言译制播出中心（康巴卫视）党委委
员、副总编启米翁姆获长江韬奋奖。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获奖的 7 件
作品分别是：二等奖作品——川观
新闻的融合报道《三星堆国宝大型
蹦迪现场！3000 年电音乐队太上
头！》。三等奖作品——四川日报文
字消息《世界性重大考古发现 稻城
发现 13 万年前大型旧石器遗址》，
四川日报通讯《百花潭公园里，为何

餐馆林立？》，川观新闻新闻专题《再
醒惊天下——聚焦三星堆新一轮考
古发掘成果》，封面新闻国际传播报
道《我们住在“熊猫村”》，华西都市
报舆论监督报道《“店招用了‘青花
椒’竟成被告”系列报道》，封面新闻
的 融 合 报 道《雪 山 下 有 个“ 熊 猫
村”》。

第三十二届中国新闻奖揭晓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7件作品获奖

揭秘“青花椒”报道获中国新闻奖舆论监督报道奖背后的故事

追踪数月厘清真相 让“青花椒”重回店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