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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商标侵权了，应该采取积
极的措施去维护自身的权利。

第一步，要注意对证据的收集。
第二步，应该到专业的代理机

构进行咨询。专业人士会对案件进
行初步的分析，并提供专业建议。

第三步，制作投诉书或起诉书。
投诉书或起诉书是直接影响案件进
程的最直接因素，建议委托专业人
士来完成。

第四步，被侵权人可以向县级
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求处理，
有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权责令侵
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赔偿被侵
权人的损失，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
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或者被
侵权人在被侵权期间因被侵权所受
到的损失。

商标被侵权
如何去应对

本报讯 A股市场波动不止，
楼市调控前景不明，金价低迷……
公众迫切需要多元化的理财渠道，
以达到投资和消费的平衡。在这一
背景下，以每个季度定期分配稳定
现金为特色的信诚季季定期支付债
券基金，以其独特的定期支付模式，
化身“理财多面手”，在人们期望通
过投资分享债市带来的资本增值的
同时，兼顾养老、教育及房租、旅游
等日常生活消费支出。该基金是国
内首只每季定期支付现金的基金产
品，目前正在建设银行等渠道发售。

投资专家表示，根据“平均最优
理论”和“分散最优理论”，在无法预
知未来基金投资收益准确信息的条
件下，平均化和分散化是最优的分
配方案。这恰好是新近亮相的首批
定期支付基金的最大亮点。

定期支付基金
化身理财多面手

注册商标后，屡屡发现被使用

姚先生对记者说，他们公
司注册了“齐文化”商标，产品
类型约30类，包含家居用品、食
品、饮料等很多类别。“创立齐
文化品牌，目的就是把深厚的
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一直以来，国内并不缺乏
对于齐文化的理论研究，而是
缺乏对这一文化价值的实践
落实，而我能想到的最好方
法就是文化与企业合作，共
同创造社会和经济效益。”姚
先生在谈及注册齐文化商标的
初衷时说。

姚先生告诉记者，今年上
半年，他发现有企业在未经许
可的情况下，私自在公司网站
和宣传材料中大规模使用“齐
文化”的字样，而且均是营利项
目，严重侵犯了他的商标权，这
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对其公司
影响很大。

“我们经过初步调查，一
共发现有 9家企业擅自使用
齐文化的商标，我们已经联
系律师，在上个月向这9家单
位发去了律师函。”姚先生对
记者说。

看重齐文化价值，注册“齐文化”商标

“齐文化”商标所有者，
姚先生告诉记者，公司自1998

年成立以来，一直都非常看
好淄博地区得天独厚的历史
文化资源，尤其是齐文化资
源，因为它是真正表现淄博
历史的东西，民族的、有特色
的 文 化 才 是 最 有 价 值 的 资
源，所以他们早就看好了“齐
文化”这个牌子。

“临淄作为齐国都城长达
800余年，是春秋遗址文化的典
型代表，但比较遗憾的是，有如
此博大精深而源远流长的齐文

化的历史故地，却没有形成一
种品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这
事实上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姚
先生说。

“我早就注册了‘齐文化’
商标，就是想把淄博的齐文化
变成一种品牌，试想一下，如
果齐文化快餐、齐文化家具、
齐 文 化 礼 品 等 遍 及 世 界 各
地，而且深入到人们生活的
点点滴滴，人们就会主动去
了解齐文化是什么，也就能看
到淄博作为历史人文故地的魅
力。”姚先生说。

一家公司早就注册“齐文化”商标，却屡屡发现被人乱用

““齐齐文文化化””主主人人欲欲告告99家家企企业业侵侵权权
近日，张店一家已经注册“齐文化”商标的公司向9家单位发出律

师函，要求他们停止侵权。因为这家公司早就注册了该商标的使用
权。据了解，被状告涉嫌侵权的9家公司多在淄博。

本报记者 张汝树 见习记者 王欣

记者手记

商业、文化价值大

我们应共同保护齐文化
齐文化不仅是山东地区

古代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
分，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
有重要地位。在齐文化的影响
和带动下，孕育出了聊斋文
化、陶琉文化、鲁商文化、孝文
化和饮食文化等特色浓郁的
地域文化。临淄被列为山东省
五大旅游区之一的“齐文化旅
游区”，每年都吸引大量国内
外游客前来观光游览。

当下齐文化出现侵权危

机，人们认识到了对传统文化
的保护和继承的重要性。当下
人们对于传统文化保护的意
识日益淡薄，传统习俗被逐渐
遗弃、文化古迹遭到严重破
坏、文化侵权等事件为我们敲
响了警钟。齐文化体现了我们
祖先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人
类文明的瑰宝。保护传统齐文
化，应该从观念上给予重视，
才能继承并发展民族的精神
财富。

作为代理姚先生公司商标
侵权案的律师，山东格睿律师
事务所的尹超律师表示，他负
责向涉及侵权的这9家公司发
出律师函，并且现在已经有三
家公司以电话或邮件的方式就
此事进行了回复。

“回复的三家单位中有两
家承诺不再使用齐文化的商
标，另外一家则表示愿意当面
协商，与商标注册人一起共同
开发齐文化。”尹超介绍说，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
五十二条，未经商标注册人的
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

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
或者近似的商标的；销售侵犯
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未
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
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
又投入市场的；给他人的注册
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情
况，都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
权。

“在没有上法庭进行审判
之前，都只能说这些公司涉嫌
侵权，还不能定性。但现在只有
三家公司进行了回复，我们还
在等其他公司的回复。”尹超
说。

已有3家回复，两家承诺不再使用

本报讯 “三秋马上就要
开始了，今年种地再也不用因
四至不明、界线不清和邻里之
间闹矛盾了，心里别提有多踏
实了！”9月1日上午，岭子镇下
店村村民彭玉梅高兴地说。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
稳定了土地承包关系，让农民
吃了“定心丸”。

作为淄博市首批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镇，淄川区岭子镇在充分调研
的基础上，制定了实施方案，并
且在“两委”班子强、群众基础
好的下店村、刘家村、杨家店村

深入扎实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
截至目前，实际确权登记承包
经营土地1136亩，建立土地承
包经营权登记簿444户，登记率
99%以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走在
了全市前列。

在实际工作中，针对农村
进村入户调查核实难的问题，
岭子镇坚持将农村产权制度改
革试点工作进入网格化管理。
按照四级网格划分，确定由总
网格长即镇党委书记全面负责
试点工作调度和领导；片区网

格长即各包片领导负责辖区内
试点村的工作指导；村居网格
长即村居党组织书记具体负责
本村各项工作；基础网格管理
员即村两委干部、包村干部直
接负责参与所有试点工作；形
成了分工负责、层层落实的多
级联动的机制。

采取“有政策依据政策，
政策外采取民主决策”的指
导思想，积极探索切实可行
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方法，
小问题村两委研究决定，大
问题启动“四议两公开”工作
法，对调查摸底、实地测绘和

公 示 登 记 过 程 中 发 现 的 问
题，逐条梳理，分类汇总，共
梳理出工农业生产和基础设
施建设占地、村民自行流转、
集体土地使用不办理土地使
用手续、村庄和农户间土地
存在争议等3大类共10个方面
的共性和个性问题。同时，在
全面总结第一批试点工作经
验的基础上，第二批试点村
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工作
已全面展开，为下一步的确
权颁证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卫东 明慧)

四至明、界限清，农民吃上“定心丸”
淄川区岭子镇率先在全市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试点

9家涉嫌侵权的
单位和项目

淄博博山景园高档瓷厂；淄博
汉风陶瓷有限公司；淄博金玉园经
贸有限公司；淄博齐文化科技经济
发展有限公司；淄博齐文化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淄博市齐文化综合性
博物馆项目；淄博埘源环境雕塑艺
术有限公司；淄博齐都印象文化产
业园(高新区21亿元打造齐文化产业
园)；青岛两髻山文化旅游实业有限
公司(齐文化商业街)。

齐文化存在的时间，一般是从
公元前1045年姜太公封齐建国开
始，至公元前221年田齐为秦所灭结
束。从文化渊源的角度，可上溯至距
今8000多年的东夷文化时期；从文
化影响的角度，可下延至西汉武帝
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止。
齐文化存在的空间，主要以春秋后
期时的齐国疆域为主要范围，包括
今天的鲁北、鲁中及山东半岛地区
(也就是“海岱之间”的山东地区)。

在政治思想领域内，齐文化是
以忠君爱民相统一、礼法结合、义利
并重为特色的兼容式政治文化(非
纯爱民、法制文化)；从文化发展的
角度审视，齐文化又显现出与其他
先秦地域文化迥乎不同的变革性、
开放性、多元性、务实性和智慧性。

齐文化是一种崇尚改革开放、
追求务实创新、主张以智取胜的先
进文化。

齐文化

姚先生公司“齐文化”商标注册证。

临淄每年举行齐文化旅游节（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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