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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地理农产品“名利双收”

文 | 本刊编辑部

秋季，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大

量南方水果上市，受到了很多北方人

的青睐。最近，家住北京的李先生多

次从超市购买产自浙江台州的黄岩蜜

橘，不仅自己品尝，还分享给身边的

亲友。他说，自从认识到地理标志农

产品的独特属性后，购买农产品时就

认准了这个标志。“尽管价格比其他

同类农产品高一些，但我却觉得很

值。”李先生此感也被很多人认同。

如今，购买地理标志农产品已成为众

多消费者的选择。

地理标志农产品多以“地域名 +

产品名”组成，标示农产品来源于特

定地域，具有一定的品质保证。俗话

说，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则为

枳。一方水土养一方特色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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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才

形成了独特的品质。由于独特的地理

环境难以复制，因此地理标志农产品

不仅具有自然垄断性，拥有专属的产

品品质，而且还可以创造出更高的品

牌价值。西湖龙井、章丘大葱、洛川

苹果、黄岩蜜橘、赣南脐橙……这些

品质优、品牌响、好评多的地理标志

农产品不仅顺应了消费升级趋势，也

满足了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要。

不言而喻，被认定为地理标志产

品的地方特产，意味着有了“官方背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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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意味着

“皇帝女儿不愁嫁”，关键是要将地

理标志农产品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

济优势，让地理标志农产品“名利 

双收”。

显然，地理标志农产品是特色农

业中最具品牌价值的部分，也代表着

我国农产品高端化的发展方向。可如

何打好农产品“地理标志”这张牌？

有品牌专家认为，第一，要在培育上

下功夫。有关部门要围绕主导产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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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进

行宣传推介。第二，要做大产业规

模。任何一种农产品，如果处于零散

经营状态，没有形成规模就没有优

势，地理标志农产品也是如此。地理

标志农产品需要有较大的生产规模

及一定的品牌覆盖面，才能彰显特色

优势。第三，要有龙头企业带动。

虽然农产品资源丰富，但如果缺乏龙

头带动，不仅很难抵御市场风险，也

难以形成与同类农产品销售的明显竞

争优势。这就需要通过龙头企业市场

运作，提升地理标志农产品综合生产

能力，推动全产业链标准化生产，放

大品牌效应。此外，还要注重品种改

良。地理标志品种一般都有固定的品

种，但品种再有地域特色，如果长期

没有推陈出新，恐难迎合市场新生代

消费者的需求。

近年来随着我国地理标志农产品

保护水平持续提升，产品培育、产业

规模、产业链延伸、品牌打造等深层

次问题也日益凸显。而如何解决好这

些问题，不仅需要市场主体自身的努

力，更需要政府部门的大力扶持、引

导和保护，从技术标准、生产经营、

质量监管、品牌推广、政策保障等方

面入手，推动地理标志农产品高质量

发展，以此为特色农产品赋能增效，

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创名牌

难，保名牌更难。各级各地不仅要用

好，更要保护好“地标产品”这块金

字招牌，让更多地理标志农产品助力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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