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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县域内农产品批发市

场、超市、果品商行、镇(街
道)集市、公路沿线市场、临
时摊点等，不得经营未成熟
的猕猴桃产品；

全县所有果业企业、合
作社不得购销早采的猕猴
桃，更不得提价收购诱导果
农过早采收；

⋯⋯
此前，一则《眉县人民

政府关于禁止猕猴桃早采
早购的通告》，明确禁止早

采、运销猕猴桃鲜果，要按
照各品种猕猴桃生理成熟
指标适期采收。

除此之外，宁陵金顶谢
花酥梨、威县秋月梨等产区
也发布了禁止早采早卖禁
采通告，这些通告的共同点
显而易见：禁止早采早卖，
维护品牌声誉。为什么农
产品早采早卖现象频频发
生？各品牌主体又该在品
牌建设和运营维护中发挥
怎样的作用？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是

指在一个具有特定自然生态

环境、历史人文因素的区域

内，由相关组织所有，由若干

农业生产经营者共同使用的

农产品品牌。该类品牌由

“产地名+产品名”构成，原则

上产地应为县级或地市级，

并有明确生产区域范围。

建设区域品牌，是为整个
区域谋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但这种共同使用不是随意使
用，不是躺在大树底下好乘
凉，更不是品牌名声臭了事
不关己。每一个想要水果蔬

菜卖上好价钱、想让消费者

常想常买产品的品牌主体，

要理清个体与集体的关系，

要有大格局。

对于政府来说，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是地方的“生态名

片”，是城市竞争力重要的一

部分。对于企业来说，资源和

资金的聚集倾斜，能够在技

术、营销、资金等方面，借势补

齐短板。对于消费者来说，产

自哪里，意味着清晰的选择

指向，能够降低选择成本。

选择“柞水木耳”就是选择了

秦岭的美味珍馐，选择“淮安

大米”就是选择了淮水滋养

的优质稻米。对于农户来

说，品牌的打造能够带动更

多的就业，产品附加值的提

升能够提升现有收入水平。

近年来，在市场环境的逐

渐成熟和政府的正向引导

下，从“别人都摘我家为啥不

能摘”到“不能砸了自家招

牌”，果农观念也在逐渐发生

变化。

“以前客商敢收，果农就

敢卖。”眉县汤峪镇郝口坡村

党支部书记张晓斌说，早采的

猕猴桃不但质量不过关，重量

也不达标，单价虽然高一些，

算下来总价却相差无几。

现在，果农大都花心血培

育了自己固定的客户群。“基

本都是老顾客、回头客直接

通过微信和我们订货。”眉县

金渠镇果农杨宝平说，果子

质量直接影响老顾客的口碑

和产品销售，所以没人会发

不熟的猕猴桃砸自家招牌。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是

整合小散乱弱格局的旗舰品

牌；是解决农产品以次充好、

假冒伪劣的权威背书品牌；

更是整合产业链、价值链、供

应链的平台品牌。对于眉县

猕猴桃等品牌来说，已经过

了销量阶段和价格阶段，因

为区域优势、政府引导等一

系列措施，在市场有了知名

度，现在要做的是和消费者

进行真挚地沟通，以优质的

产品把生产所付出的心血传

递给消费者。三令五申之

下，希望各品牌主体懂得爱

护品牌、珍惜品牌，不要为了

短暂小利，而搭上整个区域

的声誉。

（综合《陕西日报》、中国
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等）

从最近这些通告来

看，涉及的都是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目的是保护

和促进整个地域产业的

发展。如何做到保证品

质的同时，让果农不为销

售发愁？一些政府部门

通过鼓励果农和企业创

新销售方式，解决了果农

的后顾之忧。

位于陕西省周至县

的陕西初农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网络直播间里，数

十人组成的直播团队正

“火力全开”推销猕猴

桃。“这几天销量最好的

时候，一天就能卖出7万

多单，预售 20 万斤猕猴

桃。”公司负责人韩沛说。

不早采，不等于不能

早销。近年来，在政府的
指导下，借助越来越发达
的 网 络 和 电 商 平 台 ，眉
县、周至县等地的猕猴桃
往往在成熟前就已在网
络平台上通过预售方式
卖得热火朝天，给果农和
企 业 吃 下 了“ 定 心 丸 ”。
大家只需要耐心等待猕
猴桃成熟，就能给客户依
次发货。

力保猕猴桃“金字招

牌”，眉县、周至县等地政府

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秦

创原创新驱动平台等高校

和平台深度合作，连续16

年实施猕猴桃产业

技术示范与科技入

户工程，全面推进

“四改五提升”，持续

加大“两品一标”认

证，坚决禁止违规使

用农业投入品、滥用

植物生长调节剂等，确保

“舌尖上的安全”。

政府约束之外，行业
自律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为 了 规 范 行 业 发

展，眉县、周至县等地的

果业企业和果农，纷纷

自发成立了猕猴桃产业

协会，广泛吸纳合作社、

种植户等会员单位加

入，大家达成共识，承诺

科学管理、适时采收、诚

信经营，维护好当地猕

猴桃的品牌声誉。

“面向企业、合作社

和广大果农，我们大力推

广以‘精准施肥、绿色防

控、生态循环’为代表的

十大关键技术，全县猕猴

桃品质越来越可控，价格

越来越稳定，生摘早采的

现象也没了。”眉县猕猴

桃协会理事长任建社说。

品质是品牌的基石，我国农业生产端和销售

端较为分散，而品牌可增强产业链与供应链自主

可控能力，但“生产的最后一公里”和“市场最先

一公里”还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早采早卖反

映出当下品牌建设的不完善性。为什么不能按

照正常时间节点进行采摘、售卖呢？

从整个产业链来梳理，种植户各自为战，缺
少统一标准。农产品，尤其是水果，大都分散种

植，即便是同一个区域的相同品种，每个果园种

出来的品质也不尽相同，对于品质的把控只能依

靠种植户的自我约束。而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

因，早卖价就高的观念根深蒂固，从而搅乱了正

常的市场秩序，一些没有完全成熟的水果流通到

消费者手里，质量与价格的不匹配反而给相应的

特色农产品贴上了烂标签。

收购商的高价诱惑。陕西眉县猕猴桃产区

在通告中特别提到了不能“以高价诱导果农过早

采收”。而这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不少收购商

都会在前期出一些高价来采收一些不完全成熟

的果子去抢占所谓的“市场先机”，破坏了市场规

则，误导形成不规范的采摘行为。

早采早卖利益分析

保护区域品牌，还需要做点啥

“禁早令”之下
如何让果农不犯愁

9月12日，陕西眉县齐镇齐镇村的猕猴桃园里，游客正在采摘成熟

的猕猴桃。 李宛嵘 摄

水果早采早卖现象频发水果早采早卖现象频发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谁来保护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谁来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