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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瓶车的“绿灯”和“红灯”
屠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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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上周二晚，普陀
区宜川四村的那把大火让人心痛。原因想必
大家都不陌生——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在室内
充电引发事故，致3名租客不幸身亡。这才是
新年开工的第二天。
先看下两组触目惊心的统计数字：2020

年，上海共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421起，造成
20人死亡、19人受伤，被称为上海火灾“第一
杀手”。2021年，上海共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
786起，造成11人死亡、41人受伤。为何悲剧
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首先，不可否认，电动自行车，也就是我

们俗称的电瓶车、助动车，在社区里已经是主
打的交通工具。拿我自己来说，孩子因为上
幼儿园需要老人帮忙接送，就给老人买了一
辆，经济实惠，学起来也快，非常方便。更别
说是快递小哥、外卖员等，电瓶车就是他们的

吃饭家伙。
对于老百姓来说，电瓶车是个好东西，应

该要“亮绿灯”。但随之而来的安全事故多发
问题，就少不了“亮红灯”，也就是管理的问题。
去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非机动车

安全管理条例》规定，电动自行车充电时应当
确保安全，不得私拉电线和插座为电动自行
车充电，禁止在共用走道、楼梯间、楼道等影
响逃生的区域停放和充电。
法律出台的效果是明显的。我住的小区

每幢单元门旁都张贴了禁止电瓶车进入楼道
充电的安全提示。同事说，他家小区的业主
们，只要看到有人把电瓶车推进电梯间，就会
在业主群里抗议，坚决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而更多的小区正在运用智能梯控系统，让它进
不了电梯。再加上集中充电柜、非机动车库改
造等疏堵结合的方式，大大提高安全系数。
但是，事故还是在发生，包括宜川四村在

内的很多小区，尤其是老小区，充电设备不够
用，飞线充电、楼道充电、把电瓶拿上楼充电

等问题屡禁不绝，如顽疾一般。
对于上海这样一个超大城市来说，守牢

安全底线，这个顽疾一定要治，再难也要上。
首先，我们每一位市民要从我做起，提高

安全意识，邻里之间，也要互相提醒，互相监
督。其次，增加安全可靠的充电设备，满足老
百姓的日常充电需求。可以通过政府财政拨
款、动用维修基金等多种方式解决资金问题。
在上海，今年是连续第4年将既有小区新

增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列入为民办实事项
目。截至2021年底，全市共有4800多个既有
小区新增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约占全市1.3

万余个小区的37%。
例如，长宁区虹仙小区是一个超大规模

老旧小区，常住居民近万人，有500多台电瓶
车。小区除了非机动车库改造外，还依靠楼
栋单元门附近2平方米空间建设室外简易充
车桩，有334个充电端口，再加上非机动车库
内140多个端口，足够小区居民“集中停、安全
充”。下一步，街道还准备将其纳入到“一网

统管”建设中，统一管理。
目前上海正在深入开展大走访大排查，

电瓶车的安全隐患排查也应得到足够重视。
可以看到，一方面，我们周围充电设备正在越
来越多，建设需要时间。另一方面，电池质量
问题也不容忽视。电瓶车锂电池缺少强制性
国家标准，加之车辆改装、加装电瓶等违法行
为，进一步加剧了安全风险。因此，生产、销
售的源头治理应该从严从紧，强制性国标的
制定也是刻不容缓。在马路上，交警部门在
检查驾驶非机动车是否戴头盔时，能否也关
注下改装超速问题？
在今年的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

到，从严从细压实安全责任，强化电动自行车
等的隐患治理，做到“治已病、防未病”。我相
信，上海能管得好机动车、能做得好垃圾分
类，也一定能对付这个火灾“第一杀手”。每
一个人都应该绷紧安全弦，防患于未“燃”。

最近一周，朋友圈有两

件事刷屏。一是女足夺得

亚洲杯，二是谷爱凌夺得冬

奥会金牌。不过在微博，冰

墩墩的流量，是女足的6倍，

谷爱凌的5倍。

然而，如今“一墩难求”

的冰墩墩，其实在过去3年一

直乏人问津。线上线下各

门店，随时可买。在社交网

络上，年轻人对它甚至是有

点“嫌弃”的。

这一切的改变，发生在2

月4日的冬奥会开幕。一夜

之间，天猫店涌进几百万

人，线下门店排起了千米长

龙。冰墩墩一下子火了！

冰墩墩为什么会火？

个人以为，除了大家的追捧

以及老百姓重新发现了冰

墩墩之美，更重要的原因在

于冰墩墩背后的国家价

值。冰墩墩是冬奥会的IP，

也是中国的IP。两者结合，

既是3亿中国人参与冰雪运动的象征，也

是在新冠大流行背景下，举办一届“安全

的冬奥会”的象征。

此外，冰墩墩的爆火，也蕴藏着另一

种探索。举办冬奥会，已经连续11届亏

损。而北京作为世界上唯一一座“双奥之

城”，显然也在做新的尝试。这一届北京

冬奥会，全部预算只有30亿美元，是平昌

冬奥会的五分之一，更是索契冬奥会的十

五分之一。由此，场馆基本不造新的，开

幕式不搞人海战术，甚至很多东西都是租

来的。从眼下的效果看，“小钱办大事”，

办得很不错。而冰墩墩的大火，也意味着

北京冬奥会能通过特许商品的销售，收入

25亿元左右。这是历届奥运会从未达到

的高度。至于由冰墩墩引发的“冰雪效

应”，更将推动一个上千亿的产业。

日本熊本县，因为开发出了地方吉祥

物“熊本熊”，受到全世界的追捧。在推广

熊本熊的过程中，熊本县妙招迭出。曾策

划“寻找熊本熊”活动，就“熊本熊去大阪出

差，被大城市魅力迷住，下落不明”事件，召

开全世界发布会，号召大家找到熊本熊后，

发到社交网络上……仅这一个活动，熊本

熊在全世界的粉丝，就增加了数百万。

冰墩墩能不能借冬奥会的东风，走上

“超越熊本熊”的道路？冰墩墩和熊本熊

之间，能有互动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有意思的话题。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2022年北京冬

奥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本届冬奥会吉祥物

“冰墩墩”、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等周边

产品更是广受追捧。特别是以国宝熊猫为

原型的“冰墩墩”，出现“一墩难求”的抢购盛

况。与此同时，许多店家和网友脑洞大开，

做了冰墩墩蛋糕、汤圆、冰淇淋，还有商家打

出庆祝冬奥会大酬宾的宣传语……需要提

醒的是，以上这些都可能涉及侵权。

《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 》第四条规

定：“奥林匹克标志权利人依照本条例对奥

林匹克标志享有专有权。未经奥林匹克标

志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为商业目的使用

奥林匹克标志。”值得一提的是，奥林匹克五

环图案标志、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名称、徽

记、标志、吉祥物、会歌、火炬造型均属于奥

林匹克标志的范畴。

为做好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林匹

克标志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上海市知识产权

执法部门强化跨部门保护协作，加强与公

安、版权、网信等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协调，

开展涉奥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和宣传工作，严

厉打击奥林匹克标志侵权假冒违法行为。

记者了解到，如果是为个人欣赏目的使

用冰墩墩形象，比如自制冰墩墩同款雪人、

橘子、汤圆自己欣赏或使用，通常不会构成

侵权。但如果将其形象用于以营利为目的

大规模制作销售商品，即构成侵权。

2月10日上午，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局）在巡查中发现饿了么网络平

台上的“HCAKE汉娜”（上海邦倩餐饮有限责

任公司）、“鹊越”（上海派旗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第一分公司）蛋糕店，未经奥林匹克标志

权利人许可，擅自生产销售带有“冰墩墩”形

象以及五环标志的蛋糕，还在商品销售页面

使用奥林匹克标志作商业宣传以吸引顾

客。执法人员立即到现场突击检查，发现当

事人正在根据订单制作“冰墩墩”蛋糕，包括

“冰墩墩”组件和奥运五环标志等。执法人

员当场责令当事人自行取消订单和交易，并

通知饿了么下架涉案侵权商品。

普陀局依据《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

规定，已对上述两家当事人生产销售侵犯奥

林匹克标志专有权的行为立案调查。同时

要求饿了么、美团等网络平台加强主体责

任，全面开展奥林匹克标志的监控排查，发

现侵权商品和宣传内容立即下线并及时报

告监管部门。

当下，北京冬奥会热度高涨，有些商家

利用冬奥人气，打出“庆祝冬奥大酬宾”“冬

奥新机遇”等字样，其实，冬奥、冬奥会的字

样、五环等标志都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用于

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都可能属侵权。

从去年11月开始，上海就加强了对冬

奥会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比如，去年12

月，徐汇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通过

网络巡查发现，上海某体育发展公司在其

微信公众号对外发布的文章中，有“本次

论坛以‘冬奥新机遇，可持续发展’为主

题，号召国内外近百家雪场、机构、俱乐部

等，提前为冬奥助力”的字样。当事人未

经权利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组织委员会许可，在微信公众号中使用奥

林匹克标志“冬奥”（编号为第A000002号）

作为活动主题宣传，被责令立即停止侵权

行为，并被处罚款人民币1万元。

据市知识产权局统计，截至目前本市共

出动执法人员3095人次，立案查处侵犯奥林

匹克标志知识产权案件45件，结案查处侵犯

奥林匹克标志知识产权案件4件，罚没款

15.58万元，有力保障了冬奥会冬残奥会的知

识产权。

有人制售冰墩墩蛋糕，有人“庆祝冬奥会大酬宾”……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做一支奥运

同款玫瑰表达彼此心意……昨天，十对情

侣走进共青森林公园，在为冬奥会制作颁

奖花束的上海杨浦区巧手妈妈工艺坊成

员指导下，亲手制作永不凋谢的奥运玫瑰

（见图）。

“海派绒线编结技艺”是上海市级非

遗技艺，冬奥会颁奖仪式上所用的花束，

就是采用这种技艺编结的绒线花。冬奥

会颁奖花束包含玫瑰、月季、铃兰、绣球、

月桂和橄榄6种花型，其中2400支主花红

玫瑰，就是由150位平均年龄约60岁的杨

浦区“巧手妈妈”制作的。昨天，黄宏英、

陆杨群、赵培莲三位“巧手妈妈”来到公

园，教年轻情侣制作同款红玫瑰。

手把手教你做“冬奥同款”红玫瑰

大家都做冰墩墩 一不小心却侵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