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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遭侵权索赔1元引发社会各界热议，网友、媒体同行、律师纷纷发表看法

象征性索赔引来点赞一片
支持创业我们还能做些啥？

“幽灵”细数创业不易，
网友呼唤给予更多支持

3

媒体同行：维护版权是必须的，处理方式很得宜2

网友：“1元索赔”彰显法外浓情1

公 告
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第二

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自2017年4月1日起，洛阳市

市本级涉及不动产权利登记公

告、不动产权属证书或不动产

登记证明遗失（灭失）声明以

及不动产权属证书或不动产登

记证明作废公告事项，统一在

洛阳市国土资源局门户网站

（网 址 ： www.lyblr.gov.cn）

进行公告，不再在相关媒体刊

登公告或声明，敬请有关单位

和相关权利人及时关注我局门

户网站不动产登记公告栏具体

内容。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大刚

联系电话：0379-63300629

洛阳市国土资源局

昨日一早，本报官方微信头条推送了
《总编辑：幽灵？本报“被幽灵”，我们决定
索赔1元》的微信后，这条推送迅速在微信
朋友圈刷屏。在晚报官方微信、微博上，
众多网友针对此事发表评论。

网友“小语妈”：支持晚报维权。对晚
报结合实际情况的柔和做法，给108个赞。

网友“玉琼”：此举既消除了侵权带来
的危害，又彰显了报纸的胸怀，同时保护
了创业大学生的热情，一举三得。

网友“素心”：法外也有浓情！为温情

索赔点赞。
网友“利”：如此人文关怀，不是所有

媒体都能做到。晚报之所以不断被模仿，
也充分说明了晚报在洛阳人心中的分量
与形象，祝晚报越办越好。

家住洛龙区、65岁的卢青林是晚报的
忠实读者，在头版上看到晚报“被幽灵”的
消息，卢青林很惊讶，不过，得知事情全部
过程后，杜青林给晚报记者打来电话说，
晚报的处理方法既态度鲜明又很人性化，
不愧是“咱家的报”。

□记者 王妍

“咱家的报”被幽灵？昨日，本报以《幽灵？本报“被幽灵”，我们决定索赔1
元》为题，报道了本报遭老城文化创意品商店“信·镇捣蛋”侵权，本报在维权过程
中出于呵护大学生创业激情，象征性地索赔1元。报道刊出后，立刻引发了晚报
读者、网友、国内媒体人及社会学者的热议。

在众多转发中，《洛阳晚报》记者看到了一条让
人意外的转发：此次“幽灵事件”的主角、“信·镇捣
蛋”的店主孟庐陵也转发了晚报官微对这次事件的
报道。

孟庐陵说，昨日一早，朋友就给他发了这则报道
的链接，他之所以转在自己的朋友圈，一方面是想通
过朋友圈表达自己的歉意，另一方面也是发自内心
地敬佩晚报在此次事件中的做法。

1991年出生的孟庐陵家住西大街，是土生土长
的洛阳老城人，2013年，他从洛阳理工学院装潢艺
术设计专业毕业后，就想利用自己的设计特长做点
和洛阳文化相关的事儿。

2015年，孟庐陵拿着手上仅有的3000元积蓄，
在老城西大街上摆了个名叫“洛扇子”的小摊儿，售
卖牡丹折扇、团扇等。无奈一到旅游旺季满大街都
在卖扇子，他的小摊儿前冷冷清清，不久便撑不下去
了。

练摊儿失败，痛定思痛。“必须得有创意才行。”
孟庐陵想到时下的年轻人常以“单身狗”“脑残”等调
侃或自嘲，随手设计了脑残片、后悔药、单身狗粮、忘
情水等创意药丸，开启了第二次练摊儿。

因能引起众多年轻人的共鸣，创意药丸成了当
年西大街小摊儿中的一匹黑马，销量很不错。孟庐
陵意识到，自己的路走对了。他鼓动大学同学一起
注册了“镇捣蛋”文化创意公司，决定设计、售卖文化
创意品。

从路边小摊儿到有自己的店面，孟庐陵说，用
“筚路蓝缕”形容当时的创业过程也不为过。由于缺
少创业资金，他和同学在盛夏时节自己动手改民居、
做装潢，硬生生把一间墙皮斑驳的老旧民居改成了
创意店铺。在这里，他们设计既好玩儿又有洛阳特
色的明信片、手机壳、扑克牌等，很受游客欢迎。

孟庐陵的目标是不仅让“镇捣蛋”在旅游旺季热
卖，在淡季，它也能成为洛阳人记得起的文创品牌。
但是，由于缺乏平台、缺少宣传机会等原因，他觉得
想实现并不容易。

“其实我身边有很多同学、朋友，他们点子多、创
意鲜，又有创业激情，但因为没有平台、缺少支持和
机会等原因，只能明珠暗藏。”孟庐陵惋惜地说。

昨日，网友“微微若明”留言支持晚报此次维权
行动的同时，也提出问题：“1元索赔”呵护年轻创业
者，难能可贵。支持创新、创业者，我们是否还能做
得更多？

近年来，纸媒被侵权事件屡屡发生，
如何保护纸媒版权也是众多媒体人关注
的问题。昨日，晚报的维权行动受到了国
内媒体从业者的关注。

《郑州晚报》深度报道记者石闯认为，
当前的媒体传播环境下，大家对随意转
载、使用纸媒稿件等侵权行为似乎都见
怪不怪，他所在的《郑州晚报》也经常遇
到被侵权的情况，这种畸形状态亟须改
变。纸媒应敢于维权，即使不为赔偿，也
要亮明态度。在国家强调法治的背景
下，保护著作权，人人都有责任，应成为
社会共识。

石闯说，他要为《洛阳晚报》的维权举
动点赞。城市晚报，担负着为受众提供公
共文化产品的责任，更担负着做好“成风

化人、凝心聚力”的使命，其影响力、权威
性、公信度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历一
个漫长的过程形成的，因此，媒体必须维
护自身好品牌。《洛阳晚报》的维权之举处
理得宜，既表明了自身立场，警示了侵权
者，也可避免类似“幽灵事件”再度发生。

河南弘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志端说，
在这一侵权事件中，晚报的做法体现了法
理与情理的平衡。《洛阳晚报》作为主流媒
体，在自身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及时且适
当地进行维权，在处于创业初期的孟庐陵
的责任追究中，《洛阳晚报》也秉持了包容
的态度，该追究的责任必须追究，但对于
责任的承担方式，选择了饱含人情味的“1
元索赔”，充分体现了法律框架下温暖的
人文关怀。

本报昨日象征性索赔的版面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