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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局
长张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今后将一律取消评选著名商标
的政府行为，在政府的企业信用
公示系统上只有黑榜，“只要违
规了，处处受限”。一语既出，公
众无不为之点赞。

老百姓的欣喜从何而来？
这是因为著名商标在过去的岁
月中已不断被异化，甚至偏离了
其被设立的初衷。平心而论，通
过向社会公布著名商标、保护已
经有较高知名度的品牌，本无可
厚非。同时，消费者在购物时有
了选择的方向，其他商家也有了
学习的榜样，著名商标的价值由
此得以凸显。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著
名商标渐渐背离了既定的路
线，沦为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牟

利的工具。个中原因不难理
解，著名商标对各大商家而言，
无疑是最好的宣传名片。而一
些地方政府也乐于看到更多著
名商标涌现，甚至将其作为政

绩之一。
于是乎，在利益的驱使之

下，一种病态的“双赢”模式出现
了。部分黑心商家和某些贪腐
官员勾结在了一起；为了尽快推

出更多著名商标，一些地方政府
不断降低评选标准；某些商标名
不副实，却屹立不倒……种种乱
象，足以证明著名商标已经到了
该退场的时候了。

改变，势在必行。但说变，
又该如何变？一律禁止商标评
选，是否就能彻底解决问题？显
然并非如此。商标、品牌关系到
万千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有关部
门若无后续措施，放手了事，受
损的仍将是消费者。

因此，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即
将建立的“黑榜”，无疑是一项引
人注目的举措。让问题企业和
商家在阳光下无所遁形，才能起
到更好的监管作用。某些著名
商标榜单报喜不报忧的局面，不
能再持续下去了。更重要的是，
这项举措能让广大消费者共同

参与到监管工作中来。毕竟，哪
家商品质量更值得信任，哪个品
牌更有吸引力，最有发言权的当
然是消费者。只要违规，处处受
限，这是黑心商家的灾难，却是
公众的福音。

不再参与著名商标评选工
作，可以使政府从复杂的关系
中抽身而出，将更多精力投入
到对产品质量、安全的管理工
作中，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不
过，这也意味着，今后商标评选
将成为市场上的空白。商标品
牌是否还应继续评选，该由何
种主体来管理，在缺少政府介
入后又该如何树立起公信力，
一系列问题仍在考验着管理者
的智慧。但无论如何，让所有
企业向着消费者的信任赛跑，
一定是正确的引导方向。

□ 杨楠

建立品牌“黑榜”是消费者福音

□ 苑广阔

1月18日中午，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保
健品安全消费提示：在面对保健品时，不要
相信“能治未病、预防疾病、治疗疾病、佩戴
祛病强身”等大话。

在保健品帝国权健崩塌之后，包括华
林、天狮、无限极等在内的保健品公司，相继
陷入巨大的舆论漩涡，遭受公众如潮的质
疑。中消协在这个时候发布消费安全预警
正是时候，年终岁末正是保健品消费的高峰
期，如果消费者缺乏必要的理性，难免会上当
受骗，成为各种各样的保健品骗局的牺牲品。

远离“治病保健品”不妨从今年春节开
始。之所以要强调“治病保健品”，是因为我
们不能由于权健等陷入丑闻就一竿子把所
有的保健品打死，毕竟很多符合国家相关标
准和规定生产、销售的保健品，对人体还是
有积极作用的。但是，正如中消协在最新的
消费预警中所表示的那样，保健品既不能治
未病，也不能预防疾病、治疗疾病，所以凡是
宣称可以防病、治病，甚至是包治百病的保
健品，最好要警惕、要远离。

鉴于目前保健品市场的特点，老年人群
体当之无愧是消费主力，在这种情况下，随
着大量年轻人春节期间回家过年，回到父母
的身边，这些年轻人就应该积极充当虚假保
健品“打假专员”的责任，积极向亲人揭露各
种保健品骗局的真相，向他们灌输客观、科
学的养生常识。

很多年轻人平时看到父母在各种家庭
微信群、微信朋友圈转发各种虚假的保健品
信息，也是倍感无奈，如果通过电话或微信
等渠道劝一劝，则可能因为沟通交流不够充
分，效果未必会好，现在趁着过年回家，对父
母进行教育引导的机会就多了起来，可以借
机向父母讲讲保健品的真相，这种体现在日
常生活中的灌输、引导，效果往往比专门、刻
意地向父母强调盲目迷信保健品的坏处更
好，而且也不容易引起父母的抵触情绪。

子女多作为一些，父母家人上当受骗的
可能性就小一些，年轻人应该抓住春节的机
会，向保健品的虚假宣传宣战。

远离“治病保健品”
从今年春节开始

□ 贺震

在生态环境部前不久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指出：群众举报
是问题线索的“宝库”，所以（中央生态
环保）督察组高度重视群众信访举报
的梳理分析，特别是重复举报问题。

公众举报污染，既是义务，也是权
利。构筑人人参与、个个监督的生态
环保社会共治格局，重奖污染举报是
题中应有之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政府
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
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不仅需要落实
政府与企业的责任，更需要全社会积
极参与，实现社会共治。公众广泛而
有深度的参与，生态环保社会共治大
格局的构建，是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建设美丽中国的力量源泉。

笔者认为，重奖污染举报，既彰显
了政府鼓励生态环保社会监督的决心
与诚意，也是构建生态环保社会共治
大格局的重要举措。

奖励举报有功者，是政府依法应
当作出的行政行为，对此相关环境法
律法规已有明确规定。《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也明确要
求：“完善公众监督、举报反馈机制，保
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鼓励设立有奖
举报基金。”对污染举报有功者，当奖
则奖，是政府正当履职的表现。

实行有奖举报或有奖征集线索，
对社会影响大的疑难案件实行重金悬
赏，是刑事犯罪案件侦破过程中一条
十分重要的经验。许多地方将这条经
验引入污染防治领域，出台了对环境
违法行为实行有奖举报的规定。近年
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多地纷纷修
订有奖举报规定，大幅度提高奖励的

额度。实践证明，拿出真金白银重奖
污染举报，可以彰显政府鼓励公众参
与、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的决心，有
助于激发公众举报环境污染的热情，
从而构建起群防群治、众志成城的生
态环保防线。

重奖有效举报，是适应当前环境治
理形势的需要，其作为监督环境违法行
为的重要手段，具有新的时代价值。

过去，工业企业污染物的排放大
都为固定场所，有问题也容易被发
现。近年来，环境污染呈现出许多与
以往不同的特点。一些环境污染行为
刻意规避环境监管部门的监管，最典
型的就是危险废物异地偷埋、偷倒。
有的人用船舶、槽罐车长距离运输，利
用夜晚、节假日在荒僻山沟、河流等不
易被人们发现的地点偷偷填埋、排放、
倾倒危险废物。有的人则利用基建的
时机，将危险废物偷偷填埋在自己厂
房下面。这些行为已涉嫌刑事犯罪，
但却很难被发现，如此一来，往往连行
政处罚都“逃”掉了，更遑论追究刑事
责任了。

政府生态环境部门毕竟力量有
限，但人民群众无处不在，对此类蓄意
污染环境行为的发现，更多有赖于公
众的举报。而重赏这一举措，更容易
引起轰动效应和示范效应，容易吸引
更多的人关注环境问题，并对诸如此
类的环境犯罪行为进行举报。

重奖有效举报，不必苛求举报者
的动机。现实中，举报人的动机确实
多种多样。有的出于环境公义，虽然
某一环境污染行为与自己没有直接利
害关系，但照样举报。但也有不少举
报是所谓的“借环保说事儿”，如有的
是出于商业竞争，有的是股东或合伙
人之间产生了纠纷，有的是因对老板
拖欠工资而产生不满，甚至有的就是
对某个企业的老板行为举止看不惯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其实，对于环境污染举报来说，最

重要的是要看是否符合事实，只要举
报的环境污染问题确实存在，对促进
问题的解决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是
关键作用，不管举报人出于什么动机，
都应按规定予以奖励。

重奖有效举报，不必苛求举报内
容的完整。由于受所处的客观条件限
制，有些举报人对举报内容表述得并
不够完整、全面，甚至不完全准确，但
只要对问题的查证提供了关键的指
引、思路或人证、物证、书证等证据，就
应当予以肯定和鼓励。

当前，一些蓄意的环境污染犯罪，
有时行为人系高智商、高学历的专业
人才，事先进行了反侦察策划，手段狡
诈、行为隐秘、方式多样，通常外人很
难掌握全部的事实。举报人举报的内
容可能并不完整，只是属于“线索”，但
有些线索往往是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得
以侦破的钥匙，具有重大价值。对此，
也应当奖励。

重奖有效举报，应注重举报人的
信息保护。但凡举报，必有一定的风
险。“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其中就蕴
含着风险回馈的道理。环境污染举
报，通常分为实名举报和匿名（化名）
举报两种。有些人出于自身或家人安
全等多方面的考虑，对自己的举报行
为并不愿意为外人所知晓。如果举报
人不愿意或有顾虑，政府部门在受理
举报时，没必要要求其必须提供本人
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和联系方式等
信息。

同样，重奖污染举报人，是否公开
其真实姓名等信息，也应尊重举报人
的意见。如其本人不愿意公开，政府
表彰奖励或媒体宣传报道时，都应遵
从其个人意愿，保护其个人信息，确保
不向外部泄露。

重奖污染举报助推
生态环保社会共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