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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故事

品牌沙龙

“全新武夷山乌龙茶，搭配经典芝士，
花果香的茶汤与奶香交织，岩韵悠扬”“甄
选浙江正宗春茶龙井，搭配优质牛乳，入
口清新嫩香，中段栗香，回味豆香，一饮入
江南”“当季夏黑葡萄鲜果，颗颗手剥去
皮，脆爽嫩滑，清新爽口，肉厚爆汁，一口
喝到夏天！”……打开点单小程序，各大新
中式茶饮店多以茶叶、水果的品种和产地
作为宣传亮点，以此凸显饮品的新鲜和道
地风味。

告别“粉末冲泡”，2015年前后强调高
品质原料的新茶饮迅速崛起。中国连锁
经营协会《2022 新茶饮研究报告》显示，
2022年新茶饮市场规模达到1040亿元，全
国约有门店45万家。“原叶茶+鲜奶+新鲜
水果”成了各新茶饮品牌店的标配，俘获
了2亿年轻消费者的心。新茶饮的出现，
反映了当代年轻人对新鲜健康营养的饮
品的追求。

当前，新茶饮可谓是我国饮品市场
上竞争最激烈、创新最集中的细分行
业。行业专业媒体咖门发布的《2023 中
国饮品行业产品报告》显示，即便是在外
部环境影响反复的 2022 年，新茶饮的上
新竞赛从未间断。截至 2022 年年底，27
个头部新茶饮品牌共推出 1434 款新品，
上新平均数为 53.1，中位数为 49。也就
是说，在统计中，平均每个茶饮品牌每周
都会推出1款新品。

为摆脱饮品容易同质化的魔咒，更多
新茶饮品牌不得不在原料上下大功夫，挖
掘地域和特色品种的潜力。事实上，随着
新式茶饮行业蓬勃发展，茶产品的创新和
比拼也日益激烈。

对高品质原料的追求已刻进新茶饮行
业的DNA，客观上也带动了一批小众茶叶
和水果出圈，改变着原叶茶和水果产业的
格局。这两年，以油柑、黄皮、“鸭屎香”茶
叶为代表的小众水果和茶叶在新茶饮上的
创新应用，创造了一个个爆款，如“鸭屎香
柠檬茶”“黄皮仙露”“霸气玉油柑”等。这
也让行业看到了小众原料的创新想象力和

市场潜力。
具体到茶底应用方面，原本以红

茶、绿茶、乌龙茶为主的茶基底也逐渐
开始出现细分。前几年，红茶主要以锡
兰红茶、阿萨姆红茶、红玉红茶等为主，
绿茶以茉香绿茶为主，乌龙茶则主要延
伸为金萱乌龙、四季春、白桃乌龙、桂花
乌龙等。

如今，更多名字新奇、风味独特的小
众茶基底开始进入新茶饮的赛道。武夷
山雀舌、水金龟、金观音、坑涧肉桂、陕西
茯砖茶、漳平水仙、福建老寿眉、四季春、
金萱等特色茶叶品种，也在新茶饮应用中
亮相。

水果作为新茶饮的主要原料之一，
也是各个品牌研发团队变着法创新的对
象。这几年，除了芒果、葡萄、草莓、荔
枝、杨梅、西瓜等时令水果外，又涌现了
许多新面孔，比如油柑、芭乐、桑葚和柿
子等。

这些带有品种和地域特色的新原料
成为品牌获取消费关注以及拉新的妙招，
给消费者带来了不同寻常的口感和味道
体验，成为茶饮界的新宠。

新茶饮的原料研发，帮助不少水果、

茶叶从区域走向全国市场，为上游供应
商、种植户创造了可观的产业价值，提升
了原料产区的知名度、美誉度。据华经产
业研究院、智研咨询等估算，2022年新茶
饮行业采购上游茶叶原料超过20万吨，直
接带动茶产业增值超100亿元。

柠檬是 2022 年新茶中水果应用的
Top1。《2023 中国饮品行业产品报告》显
示，新茶饮中每7款新品，就有一款用了柠
檬，其中又有不少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安岳柠檬。

开遍全国的蜜雪冰城饮品店2022年
共售出4.5亿杯冰鲜柠檬水。畅销的背后
是其安岳柠檬生产基地的坚实支撑。
2020年9月，蜜雪冰城决定在四川安岳注
册成立四川雪王柠檬有限公司，从事柠檬
的收储和运营。该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
中显示，2022年蜜雪冰城采收安岳柠檬约
4.2万吨，采购涉及种植果园150余个，种
植面积累计近5万余亩，帮助超2万户农
户增产创收。

为了更好控制原料的稳定性，越来越
多新茶饮品牌反向渗透供应链，头部品牌
到核心产区进行基地布局，建立品牌专属
生产基地，从源头把控原料质量标准。

新茶饮也让更多年轻人爱上了喝茶，
不少年轻消费者喝到的第一杯原叶茶购
自新茶饮。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
所发布的《2022年新式茶饮高质量发展报
告》显示，新茶饮品牌已经成为年轻人认
识、传播传统茶文化的窗口。有46.90%的

“90后”表示在新茶饮消费过程中认识了
更多的传统茶，44.68%表示了解了不同茶
叶品类，54.68%认为感受到了中国茶文化
的强大魅力。

不少新茶饮企业已开始入局原叶茶
领域，意在延伸产业布局，拓展消费人群，
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今年2月份，新茶
饮上市第一股奈雪的茶就在深圳线下开
起了茶馆——“奈雪茶院”，推出14款“茗
茶”。而去年，新茶饮品牌茶颜悦色同样
试水“小神闲茶馆”，通过打造“新茶饮+中
式茶馆”，为茶搭配上“第三空间”和“社
交”。越来越多新茶饮品牌正重新审视
茶，做起传统茶生意。

实际上，传统茶行业与新式茶饮正走
在交叉融合的时间点上，随着消费升级的
态势愈加清晰，消费者重叠性越来越明
显，传统茶行业与新式茶饮似乎也从彼此
相互欣赏，走向相互学习态势。

爆款思维、对高品质特色原料的挖
掘、对消费者追求健康和体验的需求洞
察、不断创新的产品和营销玩法等都是新
茶饮得以迅速崛起的动因，也值得更多原
料农业品牌借鉴。

新茶饮的强大“带货能力”，势必让
更多传统茶行业的人意识到，不要把茶
叶仅当成农产品卖，应把茶当作饮品、商
品看待，培养“茶商业思维”。一片叶子
也能有 X 种可能，围炉煮茶、新中式茶
馆、新茶饮、茶周边等都藏着传统产业的
新机会。

当然，对任何品牌来说，都是唯有创
新和健康才能赢得未来。我们期待千亿
级的新式茶饮为原叶茶带来流量的同时，
未来也能不断推动新的茶饮消费热潮，

“饮”领原料产业升级。

拼茶底喝鲜果，新茶饮提升原料品牌美誉度
欧阳靖雯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林单丹
见习记者 胡燕俊

走进天津市蓟州区下营镇野森果树种
植专业合作社的加工车间，清甜的山楂香扑
面而来，让人不由自主地咽口水，工人们正
在车间里有条不紊地加工、清洗山楂。

下营镇林果资源丰富，拥有 1600 余亩
山楂种植面积，充分发展以山楂产业为主导
的农业产业，形成集种植、加工、储存、销售
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

近年来，当地发挥山楂种植面积大、品
质好的优势，通过实施山楂果品冻干生产、
山楂基地新品种引进、山楂标准化示范基地
建设等措施，推进山楂品种培优、精深加工
和品牌打造等工作，促进山楂全产业链发
展，打造山楂特色小镇。

小核需要大功夫——
民间技术赋能精深加工

对准孔位依次放入山楂果，转盘一转，
刀片一切，整齐的山楂片就进入了下一步。
这是下营镇段庄村野森果树种植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段亚宗研发出来的山楂去核切片
机，如今经过几代完善，72个工作位全部运
转下来，一天能实现30吨山楂切片。

“起初也没想自己做，但我找了三家食
品机械厂，说是都能做，然而等了三年也没
做出来。”段亚宗站在院子里，看着晒了满地
的山楂切片，回忆起当年发明山楂去核切片
机的故事。

下营镇土壤肥沃，植被茂密，生产的山
楂果肉硬度大，酸甜适口，营养物质丰富。
镇上60%-70%的农户都种有山楂树，和很多
种植户一样，起初下营镇种植户种出的山楂
都由食品加工厂收购，直到 1998年，由于食
品加工厂收购的量过多，生产加工出来的山
楂质量有所下降，不再满足市场要求，导致
工厂倒闭。

“有人种无人摘，摘了也没人要，因为卖
不出去。”说起那段时间的“惨淡”，段亚宗很
是心痛。由于山楂不耐存储，段亚宗开始琢
磨，如何把鲜的变成干的？

经过尝试发现，用剪刀把山楂剪成切
片，晾晒成山楂干之后放到制药厂和大超市
去卖，在市场上反而很受欢迎。“那会儿山楂
鲜果基本上一毛钱一斤，一毛钱还不一定能
卖出去，但是切成片以后，这一斤山楂干能
卖到 4块钱，老百姓都愿意加工了。”段亚宗
告诉记者。

后来，市场上纷纷开始进行山楂切片，
人工加工成本开始上升，段亚宗又开始思考

如何降低加工成本，“如果能用机器切，不是
就能降低加工成本了吗？”经过一段时间的
尝试和探索，他研发出山楂果切片机和烘干
机，实现了山楂选果、切片去核和烘干流水
线生产，机器加工标准统一了，产品合格率
也大大提高。

记者在冷库里看到，一箱箱打包好的、
印有“野森”商标的冻干山楂糖葫芦整齐地
摆放着。为了提高市场产品竞争力，段亚宗
还投资注册了“野森”商标无偿提供给村民
使用。现在，“野森”果品甚至畅销到国外，
在段亚宗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农民靠种植
山楂致富。

小果里有大前景——
品牌意识加速产业升级

“明年你再来，这里就不是这样全是山
沟了，里边就有观光车。”楠山御林家庭农场
主段雪林指着远处的山楂树说。为了做大
做强山楂产业，段雪林今年新流转了 200多
亩土地，投资 4000 多万元准备发展一个山
楂产业基地。

正是大中午，36岁的段雪林满头大汗，脸
也晒得通红，但说起山楂产业的发展，眼里充
满了神采。“我还有个10人的小团队，除了我学
历低，其他人全是本科、研究生，你看我们的商

标设计，包括新产品的研发全是我们团队做
的。他们可是重要资源！”段雪林深知年轻人
的重要性，通过把村里各行各业的年轻人往回
招，给当地的山楂产业注入鲜活动力，“我还有
一个直播团队，山楂上市了就直播，没货了就
去给周边民俗、农家院做宣传去了。”

不远处，几个村民正在给新种的山楂树
浇水。段雪林告诉记者，为了提高山楂的市
场竞争力，这次共种植黄山楂、黑山楂、紫山
楂、红山楂以及传统山楂 5 个品种，择优之
后再跟老百姓推广，“通过推广带动，品牌就
打响了。”

说起农产品品牌，段雪林颇有感悟。前
几年受疫情影响，当地山楂卖不出去，政府
牵头帮忙售卖滞销水果。“人家问你这山楂
都是哪儿的？啥牌子的？一问我傻眼了，我
一看不行，咱也得有自己的品牌，有品牌之
后价格也翻番了。”

为了打响品牌知名度，段雪林让团队里
的年轻人在农闲的时候全部驻外维护客户群
体。“我常跟他们说，别让我在家看见你，都出
去跑生意。”段雪林告诉记者，希望利用自身
的旅游区优势，通过打造山楂品牌，将产品推
广到各大旅游景区、农家民宿，同时加大电商
平台的宣传推广，将产品覆盖京津冀地区，让
农产品不愁卖，让老百姓收益最大化。

天津蓟州区下营镇推进山楂品牌打造——

山楂树下话红火日子

□□ 马宇兵 白云峰

在日前举办的“中国品牌日”活动期
间，黑龙江方正县推介了“方正大米”“方
正银鲫”品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方正县
拥有得天独厚的富硒水稻生长条件，多年
来围绕方正富硒大米、“方正银鲫”国家地
理标志示范区品牌建设总体方案，举全县
之力，筑牢品牌品质根基，不断提升品牌
知名度，先后被授予“中国富硒大米之乡”

“中国富硒稻米之乡”称号，“方正大米”品
牌价值获全国大米行业第3名。

近年来，方正县深入实施生态、绿
色、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了以富硒稻米
种植为基础、以富硒稻米加工为牵动、以
富硒稻米技术创新为引领的产业发展

“方正模式”，全力推进“方正大米”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创建，富硒水
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加工管理水平不
断提高、富硒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品牌影
响力持续提升。今年全县富硒水稻种植
面积达 80万亩，“方正大米”品牌价值达

125.06亿元。
“方正银鲫”作为方正县独有的特

产、松花江水系名贵经济鱼类，也是世界
上绝无仅有的两性型三倍体银鲫鱼种，
具有重要的种质价值和遗传学研究价
值。2009 年通过原农业部地理标志认
证，2021 年、2022 年被确定为国家现代
农业鲫鱼全产业链试点基地和示范基
地，2022年入选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保
护工程实施项目。

多年来，方正县高度重视方正银鲫产
业发展，2020年以来积极与省北鱼集团、
上海九沱集团进行战略合作，实现资源、
资本、生产、市场各个环节有机统一，按照
市场化模式推动方正银鲫产业发展。去
年投资5000万元建设以育、繁、推为一体
的方正银鲫现代渔业园区，园区年产方正
银鲫水花5亿尾，可实现产值2000万元。
同时，积极谋划水产物流园项目，建设以
方正银鲫为重点的集仓储、物流、加工于
一体的哈东最大水产物流园，辐射周边县
域，带动渔业经济发展。

黑龙江方正县

“鱼米之乡”打响特色牌

□□ 郭健辉 许贤慧 陈娟

“这个大棚是我们店子镇衔接乡村
振兴集中推进区项目，建成后可实现灵
芝种植基地生产环境信息全程可视化监
控、分析、管理，填补冠县灵芝数字智慧
栽培领域的空白。”近日，在山东省聊城
市冠县高科技示范园里，山东省冠县店
子镇党委书记吴建雷介绍。

店子镇衔接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位
于店子镇西南部，涉及镇内 10 个自然
村。该镇致力于发展品牌农业，以灵芝
产业为主导产业，“阳光玫瑰”葡萄等为
特色产业，聚力发展灵芝加工、流通等二
产，增加创新创业、电商展销、科普教育、
乡村旅游等“农业+”服务项目，全产业
链布局，将店子镇衔接推进区打造成“乡
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实现健康特色
休闲旅游灵芝小镇。

万善乡衔接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地
处黄河古道，土质沙化，土层深厚，疏松
肥沃，有机质丰富，井水甘甜，利于西瓜
生长。万善乡西瓜有几十年的种植历史
了，种植技术成熟，尤其多年来种植的设

施小拱棚西瓜面积大，有“瓜大、皮薄、瓤
沙、甘甜爽口”的特点，造就了冠县万善
乡无公害西瓜特色产业发展。万善乡将
依托特色资源，做好西瓜“土特产”文章，
打响西瓜品牌。

万善乡通过衔接推进区产业建设，重
点支持带动传统种植向西瓜种植变革，有
效促进农业生产规模的转变和优质品种
的更新升级；带动增收能力强的联农带农
富农产业发展及落实以西瓜产业为基础
的“接二连三”延伸产业链条建设；创立区
域农产品品牌，加快外向型农业发展，提
高万善乡西瓜知名度，增强市场认可度；
推动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集聚，营造新
局面，发展新业态，推动冠县农业农村现
代化发展，建设乡村振兴“万善样板”。

冠县乡村振兴局聚焦乡村特色产业
全产业链建设，着力延链补链强链，做好

“土特产”文章，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加快
店子镇、万善乡两个省级衔接乡村振兴
集中推进区建设，做大做强灵芝深加工
产业，推广西瓜高标准种植模式，打造省
级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为延伸产
业链条、迈向高端市场奠定坚实基础。

山东冠县

依托品牌发展特色产业 激发农村新动能

□□ 赵丹 彭渝鉴

近年来，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高度
重视农产品品牌工作，始终坚持把品牌
工作摆在加快发展的重要位置，农产品
品牌发展迅速，尤其是“茉莉六合”，经过
近 4 年的发展，已成为六合区农产品品
牌建设一张响亮的名片。

整合资源打好“市场”牌。六合区
鼓励家庭农场、合作社等直接参与商
贸流通，分享流通环节的增值收益，为
其提供免费的交易空间，构建网络电
商与城市展销会无缝对接的主题营销
模式，形成大市场与小微农互惠互利
的“市场式”利益联结机制。结合南京
本地农产品上市节点和农时节庆，举
办“泥桥地标美食嘉年华”“年货节”

“农展会”等特色营销活动，将文旅、美
食融入“茉莉六合”品牌营销体系，打
造农业消费新场景。

精准对接打好“供需”牌。“茉莉六
合”因时、因地制宜，灵活变通活动形式，
开展多样性活动，让六合特色农产品进
企事业单位，为职工带来新鲜、绿色、便

捷的优质农品。特别是组织多场走进南
京市政府机关活动，甄选六合近百余种
特色产品，搭建面对面平台，现场展示、
销售六合本地农产品，如龙池鲫鱼、梁穆
山板栗、六合猪头肉等，让更多职工购买
到品牌授权农品。“茉莉六合”品牌常态
化开展进企业服务活动，扩大授权企业
品牌影响力和消费群体。

数字赋能打好“电商”牌。“茉莉六
合”电商中心利用自身资源整合优势，紧
联供需两端，借助自有销售渠道，对接南
京社区团购群，常态化提供新鲜果蔬，也
通过直播、社区电商、同城直供等方式助
销农产品。同时开拓合作分销渠道，与
市农业农村局对接，与淘宝等电商平台
合作，参加各种市级农产品助销活动。

“茉莉六合”联合南京本土网红达人、主
持人，搭建直播平台助农直销，运用基地
直供、线上直销的电商新模式，让农户有
效对接互联网新销售模式，促进消费者
通过直播下单购买，新鲜农产品通过物
流配送到家，通过直播带货，拉近农产品
与市场的距离，有效扩大地产优质农产
品品牌宣传效应。

江苏南京市六合区

打好组合牌“茉莉六合”成地产新名片

“全国西红花在浙江，浙江西红花在建德。”邮储银行杭州市建德市支行看准助农点，用
金融力量扶持品牌农业发展，支持建德三都西红花品牌打响全国。近年来，该行充分发挥
网点布局优势，深耕农村市场，根据地域特点打造区域特色产业贷产品，为地方区域农产品
品牌建设注入金融“活水”。截至目前，全辖累计投放特色产业贷3.5亿元，扎实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部署。图为该行客户经理对西红花种植户进行贷后回访。 魏朦 摄

2017-2022年新茶饮市场规模及增速。 （数据来源：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 张帆 彭少杰

松茸被誉为“菌中之王”，迪庆松茸以菇
体大、肉质嫩、香浓久、色泽好而闻名中外，
被誉为松茸界的“王中之王”。

早在 2003年，迪庆州就获批“香格里拉
松茸”原产地标志产品，开启了打造香格里
拉松茸品牌的征程。2016年，香格里拉松茸
系列产品获批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并成功
申报了地方标准。2022年，“香格里拉松茸”
入选中国食用菌区域品牌价值榜单并名列
第12位，品牌价值35亿元。

近年来，迪庆州强化正向引导，持续完
善机制，不断规范保护标准，制定出台了野
生食用菌资源保护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明

确松茸等野生菌资源科学保护和管理的具
体措施，细化部门加强松茸资源保护宣传、
采集收购和贸易管理的职能职责，建立了科
学采集、永续利用的长效机制。

迪庆州探索建立社区共管示范模式，建
设松茸固定交易市场，严防恶性竞争，严禁
童茸交易；建立“包山保育扩繁”模式，使松
茸资源利用更加科学、市场交易更加规范有
序，包山区域农户户均增收 2万元以上。经
过多年发展，该州已形成国内新鲜松茸全链
条式交易的成熟市场，松茸产品的采摘、分
选、存储、检测、加工、包装、物流等流程均可
在市场内一站式完成，实现了生产一体化、
助销简便化、物流快捷化，迪庆松茸“土特
产”成了大产业。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要保护好
松茸资源，不能砸了自己的牌子。”迪庆州香
格里拉市东旺乡跃进村格罗小组村民龙茸江
才说，往年松茸季，他每天能采松茸1公斤左
右，仅采松茸一项年平均收入近2万元。

小小“土特产”的背后是一条产业链，只有
不断延长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农特产品加工形
成规模，才能更多更好地把“土特产”增值收益
留在农村、留给老百姓。香格里拉市建塘镇平
均海拔3200米，森林覆盖率较高，盛产各种菌
类，尤以松茸闻名。2021年，该镇吉迪村的松
茸年产量达到300吨左右，松茸产值约2784万
元。通过松茸采集、销售、加工等环节，实现转
移就业2000余人，从事松茸产业所获得的收
入占农户年收入的80%以上。

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吉迪村同明
小组村民洛桑做起了松茸购销的生意。
2022年，他收购了 3200公斤松茸，赚了 7万
多元。“相比其他生意，这个收入好太多了。”
洛桑说。

迪庆松茸有力带动当地产业发展、百姓
致富。数据显示，迪庆州松茸最高年产量达
1400余吨，年均产量占全省的 65%、全国的
30%，产值近 1.4亿元，成为迪庆各族群众实
现稳定增收的重要经济来源。2022年，通过
与云南机场集团合作，成立了航空分拣中心
和快件集散点，开通全国第一条松茸全货机
专属航线，实现 24 小时内通达全国一线城
市、48小时内通达全国二三线城市，实现雪
域山珍“一路领‘鲜’、最快出‘滇’”。

云南迪庆：“一朵菌”长成绿色富民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