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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花村
彰显汾酒核心产区新价值

2019年9月19日，汾酒销售过百亿元之际，第三届山西（汾阳·
杏花村）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举行，让业界聚焦中国酒文明的发祥
地——汾阳杏花村。在杜牧的诗句里，“有酒有故事”成为杏花村
源远流长的文化标记；在 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汾酒拿
下中国白酒品牌唯一甲等大奖章，让世界开始认识中国白酒。

汾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晓东在活动致辞中表示，在汾阳，酒
是文化，也是优势，是机遇，也是未来。他说：“汾阳是中国白酒唯
一的清香型核心产区、全国最大的清香型白酒生产基地，离开汾
阳，就酿造不出好的清香。”

“中国白酒的酿造过程是有选择的，酿造自然环境中富集微生
物，这种生态酿造是中国白酒酿造天人合一的特征。中国白酒生
态自然发酵的生产特性决定了白酒和产区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
白酒的产区特征是与生俱来的，这也是中国白酒产区的技术理论
基础。”中国酒业协会副秘书长甘权说。

甘权说，白酒文化产品的属性，带着强烈的文化符号，贯穿一
二三产业。中国酒业协会倡导的白酒酒庄模式是提升中国白酒产
区价值最佳模式，即“名酒品牌+酒庄模式”，酒庄群打造产区产业
合理布局，提升生态保护，提升产区品牌、产区生态与产业结构。
这一模式可建立生态容量与产能之间的合理结构，建设产区立法
与服务平台，产区生态通过立法提高保护能力，自然生态资源合理
开发、适度开发、保护开发、提升开发，让自然生态成为产区最核心
的资源，对拉动就业、振兴产区经济意义重大。

重新发现核心产区新价值成为这个村庄举办世界盛会的热点
话题。

汾酒被誉为“中国酒魂”、清香白酒的鼻祖，汾酒集团对中国白
酒起源与传承、发展与未来，有着自己的认识，也有着自己的担当
作为。据《2018中国 500最具价值品牌榜》显示，“汾酒”品牌价值
已达 377.27亿元，较上一年度增加 65.75亿元，第十六次蝉联山西
品牌榜榜首。在《2018年度中国轻工业百强企业》榜单中，汾酒集
团从 2017年的第 54位跃升至 2018年的第 37位，并且在时隔 22年
之后重新跻身全国食品行业十强之列，排名第9位。

汾酒集团总经理、汾酒股份董事长谭忠豹说，汾酒将在产区
引领的基础上，以文化创新推动中国白酒走向世界。从 1915 年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初露头角，到 2018 年汾酒“品牌国际化”的
发力元年，汾酒品质对标世界一流，骨子里的中国品质，正逐渐
被世界熟知。 冯萱萱

□□ 本报记者 房宁 胡立刚

近年来大闸蟹市场可谓硝烟弥漫，老牌频频
“翻车”，后起之秀“叫阵”连连，在品蟹文化盛行、
全国大闸蟹集散中心上海，品牌大闸蟹的竞争尤
为激烈，而上海本地品牌大闸蟹的崛起，在加剧
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的同时，也为大闸蟹品牌建设
增添了“本土”活力。“大泖”牌黄浦江大闸蟹、“宝
岛”牌崇明清水大闸蟹等新锐连年在“王宝和杯”
全国河蟹大赛上夺魁，崇明、松江、宝山、浦东等
地大闸蟹产业呈现出区域协同发展态势，无不为
此做了注脚。

探访了上海大闸蟹产学研各单位后，记者脑
海里形成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品牌建设路径：以

“江海21”良种为核心，以产业技术体系为支撑，
品牌化理念贯穿关键节点。可以说，上海大闸蟹
品牌的“逆袭”，是全产业链共育的结果。

选育一个出色品种
“乌小蟹”长大了

地处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是长江水系大闸
蟹（学名中华绒螯蟹）的“摇篮”，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这里就是重要的种源基地，曾经，不少崇
明渔民靠捕捞野生蟹苗致富，外地养殖户则通过
养大闸蟹发家致富。

1994 年，做了多年扣蟹生意的崇明人黄春
开始涉足成蟹养殖，囿于水体不适，崇明的“乌小
蟹”还是长不大，于是，他带着蟹苗转战外地。几
乎同时，另一个崇明人沈亚达搞起了土池育苗，
但缺乏技术支持，加上天然苗种太杂，路走得也
不顺。

养不大、养不好，捆住了上海蟹业的手脚。
必须从选育良种做起。2004 年，上海海洋

大学、上海市水产研究所等单位经过多年选育终

得中华绒螯蟹“江海 21 号”，其“青背、白肚、金
爪、黄毛”的长江原种基本特征清晰，具有生长
快、产量高、形态好的优势。

“‘江’代表长江，‘海’代表上海，‘21’代表
21世纪，象征着要在 21世纪打造属于上海的品
牌蟹。”从育种技术路线制定者和实施者、上海海
洋大学教授王成辉的解释中不难看出，“江海
21”是奔着品牌去的。

一个品种从选育到审定，从实验室到生产一
线，路很长。2010年，上海启动现代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建设，中华绒螯蟹是唯一入选的水产品，
由上海海洋大学牵头，联合上海市水产研究所、
专业合作社等开展技术攻关。

王成辉任上海中华绒螯蟹产业技术体系首
席专家。黄春成立的上海宝岛蟹业“洄游”崇明
绿华镇，加入体系；沈亚达任理事长的上海福岛
水产养殖合作社成了种源综合实验站。产学研
联手之后，种源提纯复壮、养殖模式、水质调控等
方面的研究得以全方位展开。

在这个过程中，以咸淡水混合环境下引进水
草、螺蛳等水生生物为特点的大闸蟹养殖“崇明
模式”日趋成型，“乌小蟹”产地养出了大规格清
水蟹，2012 年推出“崇明清水蟹”区域公用品
牌。在松江，因为形成了稀放蟹种、精种水草、立
体充氧、优化饲料、不用药物的“松江模式”，黄
浦江大闸蟹脱颖而出。在宝山、青浦等地，长江
大闸蟹、“水源湖”清水大闸蟹也乘势而起。

建立一套有效模式
市场之路“走得远”

2016年，“江海 21”被原农业部审定为水产
新品种，中华绒螯蟹产业技术体系达成第一个五
年目标，强化良种的质量提升和市场推广、形成
上海特色的种源品牌、成蟹品牌，成为体系要迈

出的第二步。
打通从育种到生产的“最后一公里”，必须由

企业发挥主体作用。得益于上海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的平台，“江海 21”在上海市农业产权交易
所挂牌，在2017、2018年陆续完成苗种生产使用
权、商品蟹电商独家销售使用权、10年排他使用
许可的转让。

商业化转让不等于“一卖了之”，品牌种源要
养出品牌成蟹，“娘家”和“婆家”良好互动很关
键：良种良法配套才能保证品质不退化，多地试
验示范增强适应性才能“走得远”。

“品种推广到哪里，产业技术体系的服务就
跟到哪里。”上海鱼跃水产养殖合作社总经理王
友成说，松江有 6家合作社养“江海 21”，在产业
体系专家的技术指导下，“松江模式”更加成熟。

“‘江海 21’是要走向全国的，在上海养得
好，在其他区域也要适用。”上海福岁乐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建说。公司拿到了“江海
21”的排他性成果使用权和商业推广权，聘请王
成辉领衔技术团队，构建绿色标准化科学养殖
及技术服务体系。一年来，在江苏兴化建了
400亩扣蟹基地，在苏州阳澄湖、扬州宝应湖等
地建有成蟹基地，“就是为了把养殖模式和技术
打磨得更成熟，开展试验示范”，之后才开展统
一品种、价格、技术和品牌的商业化推广，确保
可控。

体系是紧密的，全程是可控的，看似水到渠
成的品牌养成实则倾注了产学研各方心血。“品
牌能做起来，不外乎两个核心要素：品种好，品控
做得好。”上海崇明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主任宋学
梅所言不虚。尽管品种已经成熟，王成辉还是逐
一亲选“江海21”亲本；尽管种草已经够生态，黄
春还在探索蟹塘种树净化水质；尽管消费者已经
信服“大泖”牌，鱼跃合作社还是把诚信经营做到
了“干蟹”只只过秤、“亲外甥养的蟹都不能放进
来”的份儿上。

探索一条科学路径
引领行业“立潮头”

上海地产大闸蟹品牌建设的路径，归结
起来，有核心科技支撑，在育繁推一体化过程
中贯彻品牌理念，在着力解决产业发展关键
问题的基础上全方位巩固品牌基础、提升品
牌质量。

这条路，在上海走得好。据上海中华绒螯蟹
产业技术体系调查，2018年消费者对“崇明清水
蟹”品牌知名度分析，已经从 2015 年以前的
0.179提升至0.483，其口感好、个头大、养殖环境
好，已经成为消费者最看重的购买因素。

这条路，在上海之外的地方也行得通。
2018 年，“江海 21”蟹种产量约 200 万公斤，推
广到 16 个省区，可满足约 40 万亩成蟹养殖需
要。“保守讲，我们手上发的苗种，90%以上的养
殖者赚到了钱。”沈亚达说，据测算，成蟹规格
平均都在 3两，回捕率能达到 60%-70%，亩均利
润超过 5000元。

种源品牌、成蟹品牌甚至技术服务品牌已结
硕果，产业技术体系还有更高的追求——河蟹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任务很明确：绿色养殖、资源养
护、产业融合。

在上海市全面启动水产养殖场尾水治理设
施建设和改造的基础上，产业技术体系在上海8
处代表性养殖点以品质为目标，开展养殖环境与
养成河蟹品质的关系研究，为初步建立和谐绿色
养成提供基础参数。

宝岛蟹业在进军二产、三产的路上凯歌高
奏。投资改造了蟹肉加工厂，开发河蟹深加工产
品——蟹粉；每年举办“橘黄蟹肥稻米香”文化旅
游节，运营集养殖、餐饮、休闲、蟹文化传播于一
体的“宝岛蟹庄”，让消费者因蟹而爱上生态岛。

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出《关于
加强查处商标违法案件中驰名商标保
护相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知识产
权管理部门在日常工作中要引导企业
正确认识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制度。

在执法中，要正确区分“驰名商标”字样
正当使用与违法使用的界限，企业可在
经营活动中对商标获得驰名商标保护
的记录做事实性陈述，若有意淡化驰名
商标认定与保护的法律性质，将“驰名

商标”字样视为荣誉称号并突出使用，
用于宣传企业或推销企业经营的商品
或服务，则应依据《商标法》第十四条第
五款规定进行查处。

本报记者 房宁

□□ 王昆明 李亚超
本报记者 张培奇 范亚旭

河南省平舆县是闻名全国的“中原芝麻
之乡”，独特的气候条件造就了平舆白芝麻

“含油量高、色泽洁白、皮薄籽饱、口味香醇”
的优良品质。据平舆县委书记张怀德介绍，
作为全国白芝麻第一大县，平舆白芝麻种植
面积40万亩，年总产4000万公斤以上，年加工
能力突破5000万公斤。出口量占全国的1/3，
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精准定位、政策引导
夯实规模化发展基础

上个世纪 80年代，平舆白芝麻是国际市
场上的俏销货。新世纪之初，因国际市场环
境变化，种植面积和产量出现急剧下降。为
扭转颓势，平舆县把白芝麻作为县域经济发
展的“五大支柱产业”之一，这一定位带来了
政策倾斜和品种技术革新，有力地促进了资
本注入和土地流转。

县里以召开高规格白芝麻产业发展研
讨会和白芝麻产业发展高端论坛为抓手，出
台扶持政策，探索推广了“龙头企业+专业
合作社+基地+农户”发展模式，充分整合各
方资源，推行土地流转，引导、扶持、奖励农
户大力开展白芝麻规模化种植，有效促进了
白芝麻产业向着“连片种植、特色成带、块
状辐射、集群发展”方向发展。从 2013 年开
始，平舆县白芝麻实现“一年一小步三年迈
大步”，种植面积年均递增 5%以上，亩均单
产从上世纪 50 年代的 20 多公斤提升到现在
的 100公斤。

近年来，以国家振兴油料生产计划为契
机，实施高产创建活动和油料倍增计划，建
成 5万亩白芝麻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和 20万
亩白芝麻无公害生产基地，建设了 3 万亩有
机白芝麻试验基地。园区全面推行“一控两
减三基本”，已形成标准化白芝麻种植的“平
舆模式”。2018 年，园区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达 70%，化肥、农药使用量连续两年实现零增
长，拥有有机产品认证 6 个、绿色食品 2 个，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1 个、国家和河南省著名
商标 1 个，园内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比

例达到 82%。

政府主导、企业联动
打通产业化关键节点

“规模化种植还需技术作保障。”这是芝
麻种植大户陈小立的切身体会。

为促进芝麻丰产，2016年，平舆县邀请国
家芝麻首席科学家张海洋在当地建立研究中
心，在海南建立平舆白芝麻原种繁育基地。
县农科站培育的“舆芝十二”等多个白芝麻品
种通过了省审和国审，在黄淮、长江流域广泛
推广种植。

为实现芝麻规模化种植稳产，平舆县与
青岛大学合作，加大对适宜机械化生产的新
品种研发力度和白芝麻规范化、标准化栽培
技术研究。蓝天农业、康博汇鑫等经营主体
围绕播种、收割、打捆、脱粒等环节，积极开展
白芝麻机械化生产。2018年，全县白芝麻机
械化播种面积达到35万亩。

利用平舆县白芝麻原产地域保护产品、
地理性标志产品的优势，平舆县成立了白芝
麻产业发展协会和中原芝麻产业发展联盟，
吸收芝麻种植、营销、加工、文化等生产经营
主体参加，推动白芝麻产业集群发展。

围绕打造白芝麻连片种植基地、深加
工基地、适合机械化收割的优质白芝麻品
种研发基地，建立平舆白芝麻产业发展基
金，对龙头企业和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加强
技术改造。建立健全财政资金、金融资本、
社会资本共同投入的信贷担保体系，解决
新型经营主体融资难问题。对接项目资
金，通过协会和产业发展联盟在融资担保、
技术支持等方面为中小企业和专业户提供
服务，担保资金 1000 万元。建成运营豫南
最大的农特产品交易和仓储物流综合体项
目中原农博汇，完善了平舆白芝麻及系列
产品的现代流通体系。

2016 年以来，全县白芝麻经营企业增至
50多家，合作社突破 200个。打造了阿诚、蓝

作坊、平皇等知名品牌企业30多个，全县以水
洗、脱皮的纯白芝麻和小磨香油为主的系列
产品行销海内外。

三产融合、品牌营销
提升综合竞争力

今年 9月中旬，平舆县蓝天· 芝麻小镇迎
来了乘武汉高铁旅游专列的 800 余名游客。
这个小镇是以白芝麻产业发展为特色，集农、
旅、文、商、康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初级农产品供给环节，在整个产业链中
占比较低，要提升平舆白芝麻产业综合效益
和竞争力，必须更多地着眼于做强一产，做优
二产，做活三产，推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
展，树立大产业观。”张怀德表示。

蓝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加强合作，开发拥有自主产权的芝麻系
列产品专利 7项。平舆县康博汇鑫油脂有限
公司先后同河南工业大学承担了省科技厅下
达的“芝麻饼粕蛋白质提取技术研究与应
用”、同省农科院食品加工研究所承担了省科
技厅下达的“芝麻制品质量安全控制关键技
术研究与示范”项目，现拥有芝麻焙炒技术、
壹品芝麻、芝麻油专利11项。

“扫扫二维码，产品送到家。”目前，平
舆县企业依托天元国际商品交易农产品现
货交易平台，在京东、淘宝等电商平台开设
平舆白芝麻农产品专营店，每年销售额达
6000 万元以上；利用白芝麻专业电商平台

“我爱芝麻网”，及时公布芝麻行情，与多
家一级芝麻商户建立合作关系，该平台年
交易量达 10 万吨，业务量保持全国同类平
台第一。

2019 年，平舆县白芝麻现代农业产业园
举行奠基仪式，园区将重点建设高标准农
田、白芝麻精深加工等 10 个重点项目、51 个
子项目，计划总投资 47.25亿元。园区通过订
单农业、园区务工、土地入股、财政资金入
股、金融服务入股等模式，与园区内农民形
成了完整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充分分享
产业增值收益。2018年，园区内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 15876 元，高于全县农村居民人
均收入 32%，辐射带动周边 12 个乡镇万余户
贫困户就业。

新华·宜昌秭归脐橙电商价格指数
发布

11月 28日，中国经济信息社与湖北省秭归县委、县政府合作
编制的新华· 宜昌秭归脐橙电商价格指数在京发布。该指数是新
华· 宜昌秭归脐橙系列价格指数中的首支指数，将对脐橙线上零售
市场价格波动规律进行客观分析与科学研判，反映脐橙产业市场
供求变化，为政府监测、科学种植、贸易决策提供参考。

作为全国三大优势柑橘产业带之一，宜昌市秭归县柑橘种植
已有 2000年历史，1995年被国家命名为“中国脐橙之乡”。新华·
宜昌秭归脐橙电商价格指数选取不同成熟期的伦晚、夏橙、九月
红、纽荷尔、红肉、桃叶橙等 10个具有市场代表性、销售规模稳定
的品种作为样本，通过采集秭归县重点电商企业、国内主流电商平
台脐橙价格及销量数据，综合反映脐橙线上销售价格走势变化。

“新华· 宜昌秭归脐橙电商价格指数的编制发布是推进乡村产
业振兴、实施‘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培育特色农产品品牌、发
展农业农村数字经济的创新举措，将在推动农业绿色、数字两个转
型上发挥示范标杆作用，倒逼脐橙生产、包装、运输等产业链各环
节标准化效应逐步显现。”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主任王小兵说。

“秭归以指数为抓手，全面整合产业数据信息，在行业内树立
以‘秭归标准’为基础的产品生产标杆、质量标准，实现脐橙种植标
准化、生态化、优质化，进而推动脐橙产业由中低端走向中高端，进
一步做大做强‘秭归脐橙’区域公共品牌，助力宜昌秭归脐橙产业
高质量发展。”秭归县委书记卢辉说。

据悉，中国经济信息社是新华社经济信息一体化管理和运营
的责任主体，承担着“新华财经”“新华丝路”“新华信用”“新华指
数”四大信息服务平台以及国家高端智库的建设任务。

本报记者 李朝民

新疆温宿县政法委、网信办驻托乎拉乡托万克苏布拉克村“访
民情惠民生聚民心”工作队会同村“两委”积极引导村民种植“春提
前、秋延后、多品种”反季节蔬菜，采取政策上扶持，资金、技术上给
予帮助，加大现有温室改造力度，给予菜农种植指导。目前，该村
26 个温室种植的芹菜、韭菜等蔬菜陆续上市。图为工作队队员
（中）向村民讲解芹菜后期管理技术要点。 颜寿林 摄

国家知识产权局要求依法规范驰名商标使用

品牌故事

只为好蟹出“江海”
——上海大闸蟹产业的品牌建设之路

走进特优区

平舆白芝麻：产业花开节节高

夏季芝麻生长旺季，贫困户在采摘芝麻叶。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