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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土 字 号 ”变 成“ 金 名 片 ”
梁 婧

近日，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联合

发起的 2023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

季活动在北京启动。各地特色农产品组

团亮相，尽展当地风貌。据了解，2018 年

以来，金秋消费季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超

800 亿元。

一 方 水 土 养 一 方 人 ，亦 孕 育 一 方 瑰

宝。地理标志农产品生长在由独特的土

壤、气候、水质形成的生态环境里，形成了

独特的品质。由于其地理环境难以复制，

因此，地标产品不仅具有自然垄断性，拥

有专属的产品品质，且可以创造出更高的

品牌价值。

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和各具特

色的地域自然条件，孕育了丰富多样的地

理标志产品。被认定为地理标志产品的

地方特产，相较其他农产品，更容易获得

消费者信任，无疑是市场的入场券，更是

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有利于提高市场竞

争力以及消费者的认知度、美誉度，从而

带来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然而，有了这张特殊的“身份证”，我

们更要打好手中这张牌，思考谋划如何将

地标产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让

地标产品成为帮助农民增产增收的“ 金

钥匙”。

首 先 ，要 在 培 育 上 下 功 夫 。 地 标 产

品既是一种代表着产品特征的知识产权，

更是一个区域的文脉、文化、生活方式、经

济特征的载体。地理标志农产品以地域

冠名，不仅是对产品质量的肯定，还要传

承农耕文化、寄托风土记忆，关键是要饱

含情感文化等因素。要围绕当地主导产

业和特色农业发展的需要，开展农产品地

理资源普查，把那些具有特定质量、特定

品种的农产品和原材料资源盘活，积极申

报地理标志产品，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等

传播途径，更好进行宣传推介。

其次，要加强品牌建设。酒香也怕巷

子深，品牌建设的目的是把产品推广出

去，从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一些地理标

志产品虽有很高的品牌价值，但营销手段

单一，产品好却销量少，对农民致富、区域

经济发展拉动作用有限。凡事预则立，不

预则废。对于任何区域的地标产品而言，

想要品牌长足发展，甚至为区域赋能，就

必须顶层设计先行，制定科学长远的品牌

战略。政府是地标产品的品牌战略决策

者、区域资源整合者、品牌应用监管者，地

标 产 品 创 建 初 期 离 不 开 政 府 主 导 及 引

导。完成品牌的顶层设计后，政府应适时

地授权品牌运营机构进行市场化运营推

广，给予相应的资源扶植，让地标产品迈

开腿、走出去，把“土字号”真正变成当地

的“金名片”。

最后，要带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在

人们的记忆中，地标产品的样貌味道与特

殊地域是分不开的。就像一提起螺蛳粉，

人们脑海中的关联词就是柳州。好的地

标产品不仅代表地区形象，更是旅游业宣

传的明信片。去当地感受“正宗、地道味”

就催生了“地标产品+精深加工+文旅融

合”发展路径，也激发了农业、餐饮服务、

电子商务、文化旅游等一二三产的融合。

各地要把地标产品的相关文化和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进行有机融合，借助地标产品

文化的影响力，积极开拓二三产市场，强

产业、促就业，全方位多元化帮助农民增

产增收。

“ 宝 剑 锋 从 磨 砺 出 ，梅 花 香 自 苦 寒

来。”地标产品建设是一个长期工程。既

要有“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使命追求，

更要有“立足当下，久久为功”的心理准

备，惟有如此，才能让地标产品更好地催

生和烘托区域价值，助力乡村振兴和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成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的“金钥匙”。

灵 芝 成 农 家 致 富“ 仙 草 ”
本报记者 王金虎

这两天，在山东聊城市冠县灵芝科技示范园恒温恒

湿大棚里，一人高的立体网格菌房依次排开，灵芝菌在封

闭菌房里喷出仙雾般的“孢子粉”，经抽集器吸收后，集中

在无菌包里，等待深加工。

“灵芝孢子其实就是灵芝的种子，是灵芝的精华，破

壁后灵芝孢子粉的价格很高。我们这个设备的孢子粉收

集率能达 98%。”冠县灵芝科技示范园负责人邹峰介绍。

“发展一个产业，带动一方经济，富裕一方百姓”。冠

县位于黄河中下游，冀鲁豫三省交界处，是我国重要的灵

芝种植基地、富硒灵芝产业基地。当地灵芝种植面积突

破 1 万亩，灵芝棚体上万个，灵芝专业种植户 3000 余户，

从业人员 5 万余人，孢子粉和子实体产量共计达 1.2 万吨，

已形成集灵芝培育、种植、深加工、创意销售等于一体的

产业链。2014 年，冠县灵芝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称号。

冠县店子镇王当铺村的王明瑞经营着 50 个灵芝大

棚，约 160 万支菌包。现在正值灵芝成熟的季节，王明瑞

每天关注灵芝花的最新动态。如今，除了生产和销售灵

芝切片、子实体和孢子粉等产品，冠县的灵芝盆景也越来

越畅销。王明瑞告诉记者，普通栽培大棚年收益在 3 万元

左右，灵芝盆景大棚年收益能达到 10 万元，“灵芝盆景通

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灵芝产品的年销售额已达 400

多万元”。

2017 年，从事灵芝种植多年的曹子英注册了“三秀呈

祥”品牌，开发了灵芝孢子粉、灵芝茶、灵芝孢子油等一系

列灵芝加工产品。“近日，很多客户订购了灵芝产品，我们

正在打包发货。”山东三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曹子

英一边指挥一边对着出货单，“‘冠县灵芝’受欢迎，主要是

因为产业在不断发展，链条在不断延伸，产品也丰富了。

冠县灵芝的声誉越来越响，产业也越来越旺。”2022 年，仅

灵芝产业一项就带动当地灵芝种植户年均增收 3万余元。

“冠县的‘灵芝能人’很多，他们不仅摸索出了在平

原地区种植灵芝的成功经验，更闯出了依靠优质土特产

增收的富民产业路径。”冠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

长，乡村振兴局局长申延龙说，围绕提升灵芝全产业链

价值，拓宽“仙草”共富路，冠县大力推进全产业链发展

理念，一体化推进生产标准化、加工精细化、产业融合

化，聚力推动冠县灵芝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2020 年，

灵芝正式被国家卫健委列入“食药物质”名单重要试点

品种，2022 年 2 月，冠县灵芝获批国家级“药食同源”试

点项目。在 2022 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声誉百强榜

中，“冠县灵芝”位列第 37 位。

山东冠芝药业有限公司是冠县的一家灵芝深加工企

业。在企业的无菌车间，自动化的生产设备有序运转，一

粒粒孢子油胶囊随着生产线进入包装罐中。“我们企业填

补了冠县灵芝在标准化加工领域的空白，拥有 16 个产品

批号，自主研发了灵芝孢子油等多款灵芝深加工产品，实

现了灵芝产品按克卖，提高了附加值。”山东冠芝药业有

限公司负责人靖俊峰说。

灵芝开出了致富“花”。在推进灵芝全产业链高质量

发展中，冠县构建灵芝全产业链标准体系，成立以“链长

制”为统领的灵芝产业链，深入实施灵芝产业“13321”系

统工程，即围绕打响“冠县灵芝冠九州”品牌，打造中国灵

芝产业冠县新高地，推动中国灵芝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个总

目标，实施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3 品”行动，建

设科技研发、市场交易、园区化发展“3 大平台”，深耕药

用、食用 2 个领域，实现灵芝产业年产值突破百亿元。“冠

县经济开发区瞄准灵芝，积极发展中医药产业，实施了华

冠灵芝大健康产业集群项目，与华润制药、中药控股、广

药集团等知名药企合作，可带动 3000 多户经营主体从事

灵芝生产加工销售。”冠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闫海存说。

正在大棚里干活的冠县灵芝种植户靖永国高兴地

说，“俺是最早种灵芝的人之一。今年，我种植的灵芝孢

子粉、子实体销售价格比往年上涨了 30%，今年收入 70 万

元不成问题”。

金秋丰收场景处处有金秋丰收场景处处有
新技术助青蟹产销两旺

本报记者 郁进东

金秋九月，稻香蟹肥。在迎来 2023 中国农民丰收节之际，丰收场景

处处可见，丰收喜悦处处可感。在宁波宁海县一市镇前岙村，海山丰水产

专业合作社的养殖技术基地，青蟹迎来了大丰收。

“今年合作社预计收获 30 万只青蟹，销售额可达近 3000 万元，较去年

增长 5%，带动周边 1000 余户养殖户增收。”海山丰水产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陈刚满介绍，一市镇是宁海青蟹养殖主产区，出产的青蟹壳薄肉细，品

质上佳，是宁波市海水养殖水产品中的第一个有机产品，获得国家生态原

产地认证标志。目前，全县青蟹养殖面积达 7 万亩。

宁海县青蟹品质产量双提升，得益于走品牌创新、高校技术研发之

路。早在 10 年前，该合作社就推出“蟹大人”品牌，同时布局与宁波大

学海洋学院建立基地联合发展模式，以技术共享、标准输出、品牌化经营

等模式，带动周边村庄广大养殖户实现共同富裕。借助分笼养殖，宁海成

蟹重量普遍在 0.25 公斤以上，最大的可达到 0.45 公斤，成活率也从 10%提

升到了 70%。

同时，宁海县全方位与宁波大学海洋学院合作，并研发了养殖软壳青

蟹的技术。由于软壳青蟹在蜕壳的过程中把体内的杂质一并蜕掉，干净卫

生且蟹肉大多都可食用，其售价是普通青蟹的两倍以上。

养殖丰产增收，销售“线上+线下”齐步走。今年，宁海县通过加强

冷链设施、深加工建设，以“基地+电商”的运营模式，最大限度开辟农

特产品的销售渠道。“我们研发出刚好容纳一只青蟹大小的食用级塑料蟹

型透明盒子，承重 50 公斤，解决了网上销活鲜的包装痛点，青蟹搭上电

商的快车，最多的时候每天达到五六百份订单还供不应求。”陈刚满说。

在合作社品牌与技术支持下，前岙村村民叶可赞家养殖的青蟹产销两

旺。50 余亩青蟹塘，今年预计亩产 200 公斤，销售额预计 30 万元左右，

较往年平均提高了 20%。

“我们将继续加强青蟹养殖的技术培训，联合海山丰水产专业合作社

为养殖户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依托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通过养

殖大户引领和带动，进一步扩大规模、提升品质，助农增收。”宁海县一

市镇副镇长褚孔备说，为进一步扩大共富带动效应，镇里打造了占地面积

8000 平方米的“珍鲜海味”共富工坊，吸收育苗、养殖、加工、大宗鲜

活流通等 7 类产供销产业链组织和 5 支骨干队伍，集来料加工、品牌带

动、电商直播、产业赋能、农旅融合等功能特点于一体。今年以来，已帮

助销售青蟹、小海鲜等时令生鲜农产品超 3000 吨，为养殖户增收超 500 万

元，带动新增就业岗位 100 余个。

好玉米卖出好价钱

本报记者

马洪超

近日，吉林省四平市玉米主题主题

街区正式开街，百余户商家展出、售

卖的 300 余种玉米主食产品、菜品

和糕点等美食，备受消费者欢迎。

在其中一个摊位前，四平市鲜谷食

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热情地推介自

家的鲜食玉米，黄玉米、白玉米、黑

玉米、花玉米、水果玉米⋯⋯品种不

一而足，香气格外诱人。

四平市地处世界三大“黄金玉

米带”之一的核心区，被中国粮食行

业 协 会 命 名 为“ 中 国 优 质 玉 米 之

都”。这里出产的玉米形美色亮、气

香味甜，“四平玉米”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在 2016 年通过有关部门验收

并核准注册。得益于这样的地理优

势和产品优势，四平市近年来大力

发展鲜食玉米种植和加工，取得积

极进展。

鲜谷公司总经理孙立波告诉记

者，玉米生长的季节性较强，能鲜食

的玉米采收期短，所以需要在合适

的时间及时将其收获、冷藏，并经剥

叶去丝、清洗漂烫、真空包装、灭菌

冷 却 等 步 骤 ，加 工 为 袋 装 鲜 食 玉

米。今年初，他们与一家大型网络

平台达成合作，投资 6000 万元建设

了两条全自动鲜食糯玉米生产线，

7 月份已经投产，可年产 3000 万棒

鲜食玉米。预计年产值可达 1.2 亿

元，解决 500 余名农民就业问题。

据 悉 ，鲜 谷 公 司 还 准 备 投 资

6000 万元，建设冷库、保鲜库和玉米面生产线，预计年产值达 1.5

亿元，进一步增加就业岗位。“公司员工大多是附近的农民，经过

严格培训后上岗，大家都很珍惜这样的就近就业机会。”孙立波

说，鲜谷公司拥有 8000 多亩鲜食玉米种植基地，其中与农户签

订回收订单的约为 4000 亩。

在梨树县聚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98 户合作社成员种植

了 60 多公顷的鲜食玉米。合作社负责人邵明明表示，合作社与

鲜食玉米企业签订了收购协议，约定种植品种、质量标准、保底

收购价格，让种植户直接参与、直接受益。“因为鲜食玉米口感

好、营养价值高，订单一点儿都不愁。”邵明明说。

鲜食玉米不仅优化了种植结构，还增加了农产品附加值，有

力带动了农民增收。以务工收入为例，聚丰合作社每年用工

2 万多人次，以 1 名村民务工一天赚 200 元计算，该合作社每年

可带动周边农户务工增收共计 400 多万元。

四平市玉米产业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寇春生介

绍，近年来，随着更多企业相继加入，四平市鲜食玉米年加工能

力迅速提高，已由 2021 年的 3000 万棒提升到目前的 2.3 亿棒。

为确保鲜食玉米的品质，四平市及时制定并实施一级原粮玉米、

一级鲜食玉米两大地方标准，主要指标参数均优于国家标准及

同行业地方标准。

除了鲜食玉米，四平市近年来纵深实施玉米主食化战略，

玉米发糕、玉米饺子、玉米方便面、玉米月饼等百余种玉米主

食系列产品、菜品和预制食品线上线下全面铺开，实现了“从

一根玉米到系列主食”的精彩蝶变。四平市委书记郭灵计表

示，四平将坚定瞄准玉米深加工和主食化主攻方向，谋划引进

更多项目，争创“中国玉米美食地标之都”，着力打造全国最具

影响力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努力把好玉米做成好品牌、让

好产品卖上好价钱，为玉米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农民可持续增

收作出更多探索。

宁波宁海

吉林四平

山东冠县

图为吉林省四平市鲜食玉图为吉林省四平市鲜食玉

米产品米产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洪超马洪超摄摄

宁波市宁海县前岙村海山丰

水产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刚满在

展示青蟹产品。

蒋 攀摄

本版编辑 周颖一 美 编 夏 祎

在太行山货市集上，来自山西晋城的特产琳琅满目。

（山西省晋城市融媒体中心供图）

图为山东冠县灵芝种植户在大棚

内管理灵芝盆景。 许永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