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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沙龙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胡燕俊 郭诗瑀

暮春四月，风中吹来阵阵花香，刺
眼的阳光预示着炎热夏天的来临。伴
随着逐渐升高的气温，来自北京大兴区
安定镇的桑椹也在孕育着自己的甜蜜
果实。

北京大兴区安定镇拥有华北最大
的古桑树园，享有“中国桑椹之乡”的美
誉，这里的桑树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品
种繁多，每年的桑椹采摘节都吸引了大
批游客。

安定镇现有 4000 多亩桑田，年产达
2000余吨，主要分布在高店、前野厂、后野
厂、堡林庄、通马房等村，前辛房、大渠、沙
河、后安定等部分地区少量分布。记者来
到安定镇，探访千年桑树下“夏日圣果”的
桑椹品牌发展路。

怕风怕压，如何保证桑椹
品质？——

老树嫁接新品种 精心呵护
保质量

“你别看现在还没长出来，但是桑树
连叶带果一块出，再过一个月就成熟了，
满树都是。”安定镇高店村村民高文清自
己经营着桑椹采摘园，对今年的行情充满
期待。

走进桑椹采摘园，放眼望去，一排排
桑树都吐出了绿芽，不远处浇水设备正
在喷灌，三两个工人正在园子里挖土准
备栽树。

记者了解到，有着10年桑树管理经验
的高文清在2003年开设桑椹采摘园，现在
的面积达 100亩，共有 13个桑椹品种，销
售以紫黑色的桑椹为主，白色桑椹则更受
到采摘游客的青睐。

据介绍，以白蜡皮、白玉王、小豆白、
蜻蜓红等品种为主的白色桑椹比黑桑椹
甜度更甚，吃起来有一股茉莉香。早在明
清时期，安定出产的白腊皮桑椹就作为进
奉皇宫的“贡品”。

桑椹的甜得益于安定镇的地理环
境。安定镇地处永定河洪冲积平原，地下
水资源丰富，土壤属于沙土，透气性好，且
土壤富含铁锰锌等多种矿物，为安定桑椹
提供了独特的自然生长环境，孕育出了

“夏日圣果”的甜蜜。
安定镇桑椹种植历史悠久，但也遇到

过品种老化的问题。“桑椹就怕风，风一吹
老品种的桑椹哗哗地掉，只能靠嫁接抗风
的新品种。现在的新品种能抗住 4-5 级
大风。”高文清指着不远处正在嫁接的桑
树介绍道。除了在老树上嫁接新品种，他
也在尝试重新栽种新品种。

桑椹怕风还怕压。为保证桑椹的新

鲜完整，采摘也是个精细活。以往靠摇
树、拿布兜子接的方法能采摘下来的桑椹
虽然多，但是从树上摔下来导致桑椹果皮
受损，影响质量，卖不出好价钱。“现在桑
椹全靠人工手摘，去年纯手摘的桑椹有 8
吨，一等品一斤能卖 4-5 块，比之前用布
兜子接的桑椹果贵好几倍。”高文清告诉
记者，尽管手摘需要另付工人一笔费用，
但仍然多赚不少。

目前，安定镇桑产业已初步形成集
种植、加工及销售为一体产业化发展模
式。2003 年，安定镇被中国优质农产品
开发服务协会先后确认为“中国桑椹之
乡”和果桑有机食品基地。2010 年，安
定桑椹被批准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
记保护。2022 年获批老北京果品示范
基地。

一年只熟一个月，如何突破
季节限制？——

打造产业衍生品 农民四季
有收入

桑椹虽甜，但成熟期较短，只集中在
5、6月份，怎么样把桑产业在一年中都发
展起来呢？这也曾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陈山山困惑许久的问题。

2017年辞职决定回乡创业的陈山山，
起初在家乡开起了“山山家老井头农家
院”，但地理位置的偏远加上桑椹旅游期
的短暂，让她的计划很快“泡汤”。

“桑椹的季节性太短了，就那么一个
月的时间，我就在想其他时间还能做些什
么呢？”受政府开办的技能培训的启发，陈
山山研发出春采桑枝、夏采桑椹、秋采桑
叶、冬剥桑皮，把“浑身上下都是宝”的桑
树在各个季节发挥最大的作用。“咱把这

桑椹给它做成桑椹干、桑椹酒、桑椹茶、桑
椹果酱；桑叶咱们可以把它做成桑叶饮
片、桑叶茶。包括我们今年 4月份马上要
面世的桑叶酱、桑菇酱，这些都是咱们的
二产衍生品。”说起桑椹的加工，陈山山滔
滔不绝。

在陈山山的带领下，周边 5个村的村
民开始收集桑叶制茶做饮片，通过镇政府
搭建销售平台，与北京太洋树康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等企业合作，创新推动成果转
化，由合作社收购农户家中经霜桑叶送制
药厂，开发药用饮片，5年间为 300余户村
民创收30余万元。

除此之外，陈山山还研发出桑椹耳枕
等手工艺品，带动村里老人妇女参与“巧
娘工作室”，让她们用自己的巧手换取美
好的生活，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据统计，截至目前，合作社已经帮扶
安定镇的农户销售了 70 余种 400 万余斤
安定农品，直接帮扶17个村1200余人，为
农户带来直接经济收入520万余元。

据安定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镇
政府积极为桑农和企业搭建合作平台，
相继研发出桑椹干、桑叶茶和桑椹酒等
桑椹深加工产品，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为
农民增收增加了新路径，为桑产业振兴
注入新活力。

远在京郊，如何扩大品牌
影响？——

农文旅融合发展 蹚出致富
新路子

再好的桑椹，远在京郊少有人知也是
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出于保护古树、提升安定桑椹知名度
的目的，2003年安定镇开发了 300余亩御

林古桑园，近年来，更是依托古桑文化和
品牌影响，不断推动农业、文化、旅游融合
发展。目前，古桑园内有 3000余棵桑树，
50年以上的老树就有446棵。

在古桑园做了近二十年桑树养护
工作的刘占洋告诉记者，安定桑椹有着
悠久历史，被封为“树王”的老桑树至今
还屹立在园内，每到 5、6 月份，满树桑椹
压弯了枝头，吸引游客慕名前来采摘品
尝，最高峰时能有 2 万人次，最少也有几
千人。

“以前没人知道安定桑椹的时候，
我 们 得 骑 车 跑 到 丰 台 区 岳 各 庄 那 边
卖。现在就不一样了，每年到了桑椹成
熟的时候就有客商来收、游客来摘。我
觉得这都得感谢这片古桑园，让越来越
多的人知道了我们安定的桑椹。”刘占
洋颇为感慨。

除了门票收入，古桑园也带动了周
边农户增收。“有开农家乐的，有在古桑
园外面摆小摊的，这一个月也能有不错
的收入。还有不少游客，在古桑园限量
采摘后感觉不够，还要跟当地农户再买
点桑椹回去，在家门口桑椹就卖出去
了。”刘占洋说。

然而桑椹成熟期短，往年御林古桑园
每年只开放一个月，游客采摘后仍有剩
余，剩下的桑椹该如何处理？

安定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
年，安定镇政府开始与北京隆兴号方庄酒
厂合作，研制桑椹酒，将古桑园里未采摘
完的桑椹集中送至酒厂，与隆兴号原浆酒
结合，在陶缸中经过一年浸泡、低温发酵、
压榨而成桑椹酒，将其打造为大兴地区

“地标产品”，走向全国。
“我们已经累计收购新鲜桑椹400吨，

销售额达 800万元，解决了桑农的燃眉之
急。”北京隆兴号方庄酒厂王凤娟说。

为进一步提升桑文化品牌影响力，每
年5月下旬，安定镇会在古桑园举办“桑椹
旅游文化节”，至今已举办了21届，还打造
了“全桑宴”以及明星产品桑叶包子。如
今，“桑椹旅游文化节”已经成为安定镇的
特色名片。

去年 3 月，安定镇政府引入台湾企
业运营御林古桑园，促进农产品演变为
文创产品和美食小吃，举办啤酒音乐部
落季等活动，挖掘夜间经济潜力，因地
制宜打造属于大兴安定的“慢文化”旅
游胜地。“我们对于安定桑椹品牌打造
和古桑园发展有很多规划，目前正在逐
步落实当中。”安定镇政府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

安定桑椹的品牌发展之路已颇具成
果，如何将安定桑椹的品牌推向更大的
市场，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依然是未来安定桑产业全链条发展的着
力点。

看千年古桑如何焕发产业新机？

锐观察

高文清的桑椹采摘园内，工人们正在挖坑栽培新的桑树苗。 郭诗瑀 摄

近几年，农业品牌像雨后春笋，这与农
业品牌政策的密集出台、大力推动有密切关
系。很多人说，这是因为农业进入了高质量
发展阶段。事实上，农业品牌受到追捧，更
多是因为进入了竞争内卷时代。20世纪末，
供给短缺，做不做品牌没那么重要。现在供
给过剩，同质化严重，要破局，就必须要做品
牌。欧洲和日韩为什么农业品牌起步早，因
为他们人口多、地方小，进口依赖度高，本土
产品最早过剩。要是去非洲种水果，做不做
品牌就没那么着急。

从事农业政策研究十多年，笔者走过全
国所有的省份，120多个地级市，几百个县，
每个地方都在说，“我们这里苹果品质最好”

“我们这里小龙虾最独特”“我们这里的羊肉
是最好吃的”。问为什么最好，一般回答都
是，“土质最独特”“水质最独特”“气候最独
特”“工艺最独特”……都没错！但这并不是
品牌，只是有差异的另一种表达。做品牌，
就是要把产品独特的差异化优势，转变为独
有的消费认知，深深地植入消费者的心里。

什么是独有的认知？就是要在某个需
求细分市场中，占领全部的认知。很多人认
为市场细分就是市场分割，或者是按照消费
者特征划分为不同群体，例如经常看到很多
产品说，我们瞄准的消费者是多少岁、多少
收入的……这是绝对错误的理解。市场细
分，是指对需求的细分，是指对认知的细
分。如果不同年龄的消费者，在吃橙子的时
候，没有不同的需求，那么他们之间就不构
成细分的市场。如果不同收入群体，在吃羊
肉的时候，没有不同的需求，那么他们之间
也不构成细分的市场。

那么什么是需求的细分？什么是独有

的认知？以牛奶为例，蒙牛特仑苏、伊利金
典、三元极致，消费者买它们的目的就是喝
牛奶，它们是功能需求市场的领军产品。而
蒙牛鲜牛奶、金典鲜牛奶、牧场清晨鲜牛奶、
每日鲜语鲜牛奶、唯品生牛乳等巴氏奶，消
费者买它们的目的除了喝好一点的牛奶，还
有对自己好一点、对孩子好一点、对家人好
一点的心理需求，因此它们是功能需求和心
理需求交叉区域的领军产品。而旺仔牛奶、
夏进甜牛奶、伊利优酸乳等调制乳产品，消
费者买它们的目的更多是为了放松和快乐，
更接近于一种饮料的替代，往往是在各种舒
适安逸恬静的环境下饮用，因此它们是心理
需求和场景需求交叉区域的领军产品。尽
管三种产品确实存在产品功能上的差异，但
更大的需求差异并非来自产品本身，它们都
在消费者心中建立了独有的认知。

有了独特的认知以后，消费者就会主动
购买，主动去寻找渠道。提到辣酱，就能想
到老干妈。提到酱油，就能想到海天。提到
高端白酒，就是从不喝酒的人，也能想到茅
台。为什么？因为它们真的是最好的产品
吗？很难评判。在中国，辣酱比老干妈好吃
的，也有很多。但谁会主动去买老干妈？学
生、不做饭的打工族、低技能劳动人员、吃饭
时间很紧的人，这才是老干妈的市场定位，
那些需要快捷简便实现提味好吃的场景需
求，在这个细分市场中，老干妈是场景第一，
单独强调辣酱品质好，是打不过老干妈的。
茅台固然好，但是不是最好，喝酒的人各执
一词。但宴请送礼、亲友聚会、金榜题名、故
交相逢，喝什么，喝茅台，因为它是社交货
币，那些需要展示自己实力不凡、表达心情
快乐、表述亲近关系的场景需求，在这个细

分市场中，茅台是场景第一，单独强调酒好
喝，也打不过茅台。老干妈和茅台，也都在
消费者心中创造了独有的认知。

那怎么才能创造独有的认知？用我有限
的经验来回答，三句话：找准细分，循序渐进，
四两拨千斤。一个农业品牌，一定要立足自
身核心目标市场，不要一开始就想做得特别
大，从小范围、小场景、定义精准的小细分市
场开始，做精了以后，自然而然就会创造独有
的认知。例如奉节脐橙要成为全国脐橙第
一，很难，但成为长江脐橙第一，有可能，成为
三峡脐橙第一，绝对可能。说三峡脐橙第一，
就足以让消费者感受到它的品质非常好，而
且把自然人文地理的背景也都带了进去，这
是人文消费需求细分认知第一。再例如武隆
苕粉要成为全国苕粉第一，很难，但要成为全
国有劲道的苕粉第一，有可能，成为全国火锅
苕粉第一，绝对可能。只要吃火锅，就能想到
火锅粉，而且就是武隆苕粉，火锅粉等于武隆
苕粉，这是场景消费需求细分认知第一。做
农业品牌，如同娃娃学琴。如果一开始目标
就是瞄准世界青少年奖牌，那么过程就很辛
苦，没有成就感，也很难坚持。如果一开始目
标定得很小，先争取一个区县奖牌，乃至一个
乡镇、一个街道比赛的奖牌，这个过程就会很
快乐，就会有成就感，也会很充实。

笔者在大江南北调研的十年中，品尝过
很多独特美味的产品，但其中被全国人民喜
闻乐见的，印象里不多。笔者也看到了很多
很好的产品，很多占据独特稀有自然资源的
产品，很多曾经辉煌一时占据国内绝对优势
的产品，近年也都走入了困境，甚至走向了衰
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去都误以为独特
的产品就是品牌。优质农产品往往都有很好

的条件，靠天、靠地、靠水、靠工艺。在绝对独
特稀有的自然资源基础上，总是很容易种出
独特的农产品，大部分农产品都具有天然的
差异化优势。但差异化的优势，并不足以让
其成为足够响亮的品牌，更关键的还是要在
消费者心里创造独有的认知。这样也可以避
免花费大量的功夫和资金，去办展销，去参加
展会，去千方百计地争取流量，而是把功夫用
深在产品市场调查、产品定位、产品设计、产
品研发上，用细分市场第一的产品，创造独有
的认知，让消费者主动来找产品。

农产品消费，消费的不仅是味道、口
感、营养等功能本身，还有它身后的自然、
地理、人文。举个例子，去年在康定海拔
2200 米的达杠山上，笔者在同村支书了解
苹果种植情况时，山雾一会将我们包裹，一
会将我们释放，太阳一会儿出来，一会儿消
失，远处巍峨的雪山，雄浑的大渡河，上千
米的山涧落差，自然风声与村落的欢笑交
相辉映。笔者突然就感觉到，这里的苹果
格外甜，不仅仅是因为康定有情，更因为这
里的自然地理人文，让笔者感受到它产出
的苹果不一般。

我国幅员辽阔，地理地貌气候多样，人
文历史极其丰富，这就是做农业品牌的优
势。但独特的产品不是品牌，独有的认知才
是品牌。要发挥好这些优势，一定是先要找
准消费者需求的市场细分，循序渐进，在消
费者心中创造更多独有的认知。而这正是，
创造更加丰富的消费体验，不仅是功能需
求，还有心理需求，来满足人民群众对更美
好生活的追求。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市场研
究中心研究员）

农业品牌要创造独有的认知
刘乃郗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胡燕俊

近日，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
好脱贫地区帮扶工作决策部署，进一步
做好农业品牌公益帮扶工作，在农业农
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指导下，农业农村
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派出调研组赴湖
南省龙山县开展农业品牌帮扶培训服务
活动。

调研组一行现场调研了龙山县百合
产业发展和农业品牌建设情况，并围绕
龙山百合良种繁育、生产加工、品牌打
造、销售运营等情况进行了座谈交流，实
地了解了龙山县农业品牌建设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和帮扶需求。

调研组肯定了龙山县在农产品品种
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等方面的工作
并指出，农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农业标

准化，要积极梳理龙山县百合产业发展
现状，建立龙山百合全产业链生产标
准。强化质量追溯，建立追溯体系，并积
极与省级和国家级追溯平台对接，创建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整建制推进试点，
在守安全底线的基础上，把品质提升作
为发展目标，促进农产品优质优价，加快
推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高品牌意
识，提升品牌策划与包装的系统性思维，
加强品牌宣传推广，提升品牌知名度。

活动还邀请农业品牌专家、供应链
和电商企业代表现场围绕农业品牌创新
与实践、农产品品牌建设要点及实践案
例、让优质农产品更出色、数字农业新媒
体等主题进行了授课，组织供应链企业
和电商企业现场与龙山县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代表开展了产销对接服务，助力龙
山县农产品实现优质优价。

湖南龙山县

品牌帮扶助力农产品实现优质优价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程天赐

近日，由中国合作经济学会、山东省
农业农村厅指导，泰安市委、市政府主办
的泰安“泰好吃”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战
略发布会暨泰山优品推介会在北京国家
会议中心举办，“泰好吃”公用品牌形象
正式发布。

泰安市地处山东省中部，因泰山
而得名。泰安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
气候条件孕育了泰山茶、道地药材、有
机蔬菜、畜产品、肥城桃、东平湖鲤鱼、
东平湖大青虾、宁阳大枣等独具地域

特色的名优农产品，是全国重要的粮
食、蔬菜等农副产品主产区。泰安优
质安全放心农产品先后出口欧盟、日
本、美国、俄罗斯、以色列、加拿大等 30
余个国家和地区。举办泰山优品推介
会旨在拓展潜在高端消费市场，助力
泰安乡村振兴。

近年来，泰安市加大农业品牌建设
力度，围绕泰山茶、泰山优质蔬菜、生态
乳业、肉制品加工、粮油加工、酒水饮料
等现代食品产业，擦亮优质农产品品牌，
已拥有国家级知名农产品品牌 3 个、省
级品牌46个、市级品牌97个。

山东泰安市

擦亮“泰好吃”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 蒋奇军

千林翠幄千英雪，一点琼苞一颗
金。不似牡丹不似桃李，橘花小小一朵，
相互簇拥着，洁白得不染俗尘。四月，在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澄江千亩柑橘博览园
中，一阵阵和煦的春风拂面而过，一缕浅
淡清甜的橘花香令人如痴如醉，漫步其
间，游客可以打卡留念橘花之恋，也可沉
浸体验橘源文化。

在黄岩柑橘博览园中，种植培育着
早橘、朱红、本地早、槾橘等 180 余个不
同品种的橘树。其中，“本地早”是黄岩
蜜橘的当家花旦，也是我国橘类品种中
的翘楚，在全国评比中多次获得金奖。

在消费市场柑橘品种不断推陈出新
的情况下，澄江街道按照黄岩区委区政
府“中华橘源”的主战略，打破原有的路
径依赖，积极与浙江省柑橘研究所、华中
农业大学等专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
不断加大科技攻关，大规模普及数字化
果园等先进种植模式，柑橘种植科技化
水平又走在了新的制高点。

品种是品质的前提，除了改良“本地
早”等传统品种，澄江还在不断吸纳新成
员。在品种园里，5亩引进的新品种“晴
姬”已经开花。“这个品种口味清甜多汁，
有望超过‘红美人’成为新的网红爆款。”
台州市黄岩凤来柑橘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彭德通说。

澄江橘乐、长潭溪鱼、沙埠菜头和
上垟焖笋……黄岩枕山酒店永宁店研
发推出“中华橘宴”，一道道精美的菜
肴，聚成一桌独特的橘乡风味，让人不
禁大快朵颐。

“‘中华橘宴’是根据我们橘乡的特
色研发出来的，每一道菜肴都汇聚了黄
岩最具特色的食材，既象征着黄岩人民
有滋有味的幸福生活，也折射着黄岩‘千
年永宁’的璀璨光华，希望每一位热爱美
食的食客们享受的不仅仅是口感，还有
黄岩历史悠久的橘文化。”黄岩交旅集团
经管部副经理葛新光说，一桌“中华橘
宴”也是一个个“蜜橘佳话”。

眼下，黄城街头的众多美食店也纷
纷加入传统美味的开发队伍中来。大橘
大利、蜜橘马卡龙、心想事成等几款带着

“蜜橘”元素的甜品不断热销。“我们黄岩
人从小吃着橘子长大，这是长在我们记
忆中的味道，也是我们黄岩的甜蜜味
道！”市民刘艳君说。

此外，街道还邀请了专门的团队在
传统橘乡文化基础之上，设计了全新的
视觉形象和文创周边，尤其采用简约稚
趣的风格对本地早橘子和种子的形象
进行提炼，进一步凸显橘乡特色，发扬
传承橘乡文化，让传统习俗走进年轻人
的生活。

近年来，澄江街道坚持党建联建引
领乡村振兴，积极推动打造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甜蜜澄江”，深入挖掘地域文
化特色，引进海归硕士农创客团队，与周
边 3 个村、3 家龙头合作社签订共富合
约，通过设计风格统一的Logo和产品包
装，制定一套严格的品质标准，围绕柑
橘、杨梅、红糖等产品集群品牌化，同步
推进文创、旅游、农业融合发展，以品牌
形象力提升产品价值力，真正把黄岩蜜
橘做大做强，成为带动村民、村集体共同
致富的“摇钱树”。

浙江台州市黄岩区

以蜜橘品牌提升产品价值

近年来，贵州平塘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结合生态旅游、乡村振兴建设，积极
开发茶园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功能，促进茶旅一体化建设、茶园多重收益和
持续发展，增加了产业附加值，更好地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县上下形成“优势在茶、特
色在茶、希望在茶”的共识，“都匀毛尖·平塘甲茶”的公用品牌远近闻名。

近日，平塘县18.88万亩茶园进入春茶采摘旺季。茶园新芽的大量出产，每天吸
引了广西和三都以及平塘本地的7000余名职业采茶人前来采摘春茶。

李启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