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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谭有话

难,不在“身份归一”

龙门 站e
多了一个“大水缸”，好事！

■洛浦听风

“翅膀卫衣”的命运
拷问“正版之路”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近日，我市向省政府及有关部门报
送的关于将故县水库调整为饮用水水
源地的请示已获批，引水工程预计今年
年底前开工建设，2016年9月底前可建
成并投入使用。对此，众网友议论纷纷。

看完报道，@猫的嫁衣难掩激
动的心情：希望引水工程快点完工，
让大家早点喝上故县水库的好水！
@夏之辉豆：我市又多了一个“大水
缸”，里面都是优质水！

有人说，洛阳的水不如以前好喝
了。@老夫仔_Along：现在的水太硬，
口感大不如前。@一页西国对此表示赞
同：总感觉自来水烧开后，沉淀物比以前
多了，难道这是错觉？@starloveleaf21：
好久没喝过自来水了，现在喝的都是纯
净水，不会最后一口全剩下水垢了。

另外，@洛阳好备 T 对水价表
示了担忧：故县水库距市区 160 多
公里，建设引水工程的造价会不会
很高？其中一部分成本会不会转嫁
到市民头上？@继承人杜齐的话更
直接：水价到底会不会涨，权威部门
应该给个说法，省得大家杞人忧天。

更现实的问题是，如何保护好故
县水库的水？@陕西冯燮：多一个饮用
水水源地当然是好事，但同时也意味着
多了一分护水的重任。@陆秀红1建
议：对水库周边及流入水库河流沿岸的
工厂和养殖场进行监管，阻止生活污水
流入水库，加强对垂钓等活动的管理。
@云小谦勇往直前最后说：和很多城市
比起来，洛阳的饮用水水质还是非常好
的，希望未来能更好。 （王斌）

【新闻背景】 11月11日晚，当阿里
巴巴公司为“双11”成交额创新高而欢
呼雀跃时，天猫商城员工却惹事了——
上海服装设计师吉承指责天猫商城的
员工集体穿着她设计的“翅膀卫衣”盗
版。她在致马云的公开维权信中称，整
个天猫商城里只有她卖的是正版，且她
有知识产权。（11月13日《东方早报》）

这似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实：网络公司
员工集体采购的“双11”工服，竟是本土设
计师吉承的“翅膀卫衣”盗版。更吊诡的
是，一组组穿着山寨卫衣摆pose的照片，
在吉承为此怒写檄文后，竟在网上神秘地

“集体消失”。图片没了，但事实还在。
公开数据显示：2014年11月11日全

天，天猫商城销售额达571亿元人民币，再
次刷新“双11”单日销售额纪录。不过，在数
字带来的喜感背后，刷单的质疑声一直不绝
于耳。财新网援引业内人士的话报道称，

“双11”刷单已是公开的秘密，只要不过分，
就不会被抓。此前，天猫商城曾在锤子手机
4G版预约人数方面“注水”。当时，天猫商
城方面同样将责任甩给员工，“攻城狮们”成
为受害者。而如今，“翅膀卫衣”事件的责任
同样归咎于天猫商城人事部门。凡此种种，
天猫商城究竟暴露了哪些要命的短板？

去年11月13日，知名图书公司磨铁旗
下品牌铁葫芦图书发表公开信，呼吁淘宝
网及天猫商城解决放任网店侵权售卖盗版
书的问题。从长远来看，不得不说的是，售

假已经成为阿里巴巴公司无法回避的问
题：不管是中国的设计师作品，抑或是国外
的奢侈品，甚至是日韩潮剧中的主角道具，
但凡流行之时，总能很快在淘宝网上找到各
种山寨货。最典型的是APEC“新中装”，
APEC会议还没结束时，尝鲜款已经出货。

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就没有创新——
这是市场的共识。2013年，中国跃升为
全球受理知识产权案件数量最多的国
家。在此背景下，作为中国最大的电商
平台，即便天猫商城抛开“翅膀卫衣”的
细节纠葛不谈，那么是否有必要算笔账：
在破 500 亿元的销售额里，有多少雪片
般的山寨货，在透支着转型期中国市场
的信用与潜能？

正品是贵，但如果正品遭遇劣币驱逐
良币的游戏，所谓的“A货”“B货”，能去山
寨谁？更重要的是，在全球打假的背景下，
放任山寨品横行，不仅加大了产业风险，更
放大了诉讼危机。这么多年来，“放水养
鱼”的原始积累阶段也该过去了，如果天猫
商城不能把知识产权的旗帜扛在肩上，如
果“高仿生活”成为法治中国的常态，受害
的也许并不只是原创设计师们而已。

因此，“翅膀卫衣”事件最终的走向，
拷问着电商对正版的态度，更拷问着监管
部门对版权的态度。然而遗憾的是，从

“删图”式危机公关的事实来看，知识产权
要在电商平台主动维权，依然“路漫漫其
修远”。

我省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
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并
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城里人、乡下
人，身份不再有别，无论想定居在繁华
的都市，还是守望宁静的乡野，这些意
愿都将获得尊重，这很令人欣慰。然
而，此次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看点在

“身份归一”，难点却未必在此。
同是户口簿，差别有多大？《经济

观察报》引用的研究数据表明，户口簿
上共有67项城乡居民“不同等待遇”。
虽然今后身份相同，但为何许多调查显
示，半数网友不愿放弃农业户口？从表
面看，这是在城市没有归属感，实质上
是一种担忧：能否让户籍不再与许多社
会福利挂钩。当诸如就业、教育、医保、
养老这些权利也统一时，才是真正的不
再有别，而这实现起来挺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