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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胶泥土传统种植，带领乡亲种出好大米，让种植户收入翻倍

■ 李春英

现代农业本质上是品牌农业，农产品
行销中外市场的“名片”则是商标。小小
一枚商标，方寸之间，可兴一地产业，富一
方百姓。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面对激烈
的市场竞争，国内许多市场观念和品牌意
识强烈的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和地方政府，
重视品牌，凭借一枚枚商标，创造了无限
市场神奇。

但也有一些企业注册农产品商标不
及时，结果被他人捷足先登，抢先注册，最
终使自己多年累积的品牌资源毁于一旦，
白白给别人做了嫁衣。

农产品商标注册和品牌保护是一个
系统工程和动态过程，需要农业经营主体
和相关地方政府，从各自具体情况和发展
需要出发，进行商标运营和品牌拓展。

首先，及时进行农产品商标注册。我

国商标注册实行“申请在先原则”，先注先
得，谁先提出商标注册申请，谁将得到商
标专用权。如果商标不注册，使用人就没
有专用权，不能得到法律保护，也难以禁
止他人使用。如果某种农产品没有及时
进行注册，商标一旦被他人抢先注册，企
业就会陷入被动。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
八洞村声名远扬后，村民去县工商局注册

“十八洞村”农产品商标时，发现部分“十八
洞村”产品商标已被抢注，冠以“十八洞村”
名号的商标竟有几十类、2000余个。后来，
经与当地工商局协商，十八洞村村民和个
人企业可以无偿使用“十八洞村”商标，“十
八洞村”商标事件才告一段落。

其次，注重农产品地理标志商标注
册。保护地理标志的最好方式，是将其注
册为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这也是目前
国际上保护特色产品的一种通行做法。

对农产品进行地理标志商标注册，既可在
法律层面保护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在国内
市场的合法权益，也可为产品走上更广阔
的国际市场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和法律
保障。

地理标志商标的申请人是业务内容
和所监督使用的地理标志产品相关的
团体、协会或者其他组织，而非企业和
农民合作社，因而相关地方政府应当责
无旁贷地承担起地理标志商标的规划、
申请、授权、监督和维权的职责，以保证
所属地方相关农产品的市场拓展和品
牌保护。在这方面，“青岛农品”的打造
堪称典范。作为青岛市政府重点打造
的区域公用品牌之一，“青岛农品”迄今
已涵盖农产品注册商标 2.2 万余个，一
些商标已成为影响全国、饮誉世界的知
名农产品品牌。

再次，适时进行农产品商标续展。按

商标法规定，注册商标的有效期为十年，
到期后，如果未及时续展，有可能会被他
人抢注，失去商标专用权。当前，许多农
产品商标的使用管理者，往往把商标注册
看成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常常错过商标续
展手续，最终到期商标被别人抢注，失去
商标的专用权和企业的宝贵知识产权，甚
至影响到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和农民的
切身利益。因此，农业企业应专设一个机
构，由专门管理人员，也可委托外部的专
业人士或专门机构，对企业的全部商标进
行监管和运营，包括商标的注册、监视、宣
传、续展、维权和拓展。

农产品商标是农产品走向现代市场
的通行证。国内农产品企业和地方政府，
应强化品牌意识，注重商标运营，培育无
形资产，积极开拓市场，给农产品插上商
标的翅膀，实现企业长足发展。
（作者为山东省安丘市委党校高级讲师）

给农产品插上商标的翅膀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玉林
■ 兰春艳

回乡创业种水稻

“富民是个好地方，优质土特把名扬，
胶泥土大米香又软，欢迎大家来品尝，欢
迎那个大家哟来品尝……”热情清脆的歌
声伴着稻花的清香飘来，循声望去，赵建
花扛着锄头迎面走来。

云南省富民县款庄镇自古为著名的鱼
米之乡，这里的土壤肥沃、土质胶黏、保水
性好，俗称胶泥土，加上当地气候湿润，光
照充沛，产出的稻米圆润饱满、口感纯正，
深受市民青睐。近年来，款庄镇多宜甲村
村民赵建花带领乡亲们恢复胶泥土大米的
传统种植，并引进新品种，让原本只卖几块
钱的大米身价翻倍，还经常供不应求。

赵建花从小在胶泥土上摸爬滚打，挑
粪、犁田、插秧、割稻，没有什么活计难得
住她。

2013年，在外面打拼多年的赵建花
回到多宜甲村，拉着身边的亲友种起了10
亩水稻。她的种法与别人的不太一样，她
专挑胶泥土的田种植，不用化肥、不打农
药，还在田里开出一米多宽的沟，养起了
鱼。村里种了一辈子庄稼的老农质疑：

“出去几年回来，水稻都不会种咯。”“这样
种怕是行不通哟。”

当年秋天，他们种植的水稻丰收，两
个月不到，稻米就全卖完了，而且卖到了
10元/公斤，比别人多卖3元/公斤。

初试成功，让赵建花对生态农业更加
自信和坚定。2014年，她注册成立富民
丰禾农产品经营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农产
品种植、加工和销售。在她的带领下，一
批农户加入了种植生态胶泥土大米的行
列。公司给种植户免费发放稻种、提供技
术指导，并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他们
生产的稻谷。

把生态种植做成示范基地

生态种植如何保证稻谷质量和产
量？赵建花经常向专家请教。2015年，
在西南林业大学教授唐世凯的指导下，赵
建花掌握了水稻种子消毒、农家肥腐熟发
酵、生物防虫等技术，然后，她把这些技术
手把手传授给种植户。

“水稻的很多病是种子自带的病毒导
致的，种子消杀是将病毒扼杀在萌芽之
前。腐熟的农家肥有机质含量高、营养全
面、肥效长，有利于改良土壤。生物防虫
无残留、无公害、无污染。水稻长虫了，我
们根据不同的虫害，制作大蒜水、辣椒水

等，用喷雾器喷施、杀虫。”赵建花说，生物
防虫的效果有时不是很好，但她仍然初心
不改，“大不了公司受一点损失。”

今年，赵建花的胶泥土生态种植基地
成为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的稻田养鱼
示范基地。“今年，这片田里养的稻花鱼卖
了1800元，水稻卖了4500元，之前农户
自己种，同样的面积收成只有现在的一半
左右。”赵建花指着村里的一畦田，对中国
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说，如今，她带领286
户农户种植了670亩胶泥土大米，实行生
态种植，种植户的收入增加了一倍。

米好也靠巧营销

今年10月底，赵建花带着胶泥土生
态大米到北京，参加“乡村振兴·云南在行
动”一县一星乡村振兴青年领头雁培养计
划。“我们到美团、字节跳动、京东等公司
观摩学习，我还在京东直播间直播了一个
小时，推介我们的富民土特产、胶泥土生
态大米和农耕文化。”赵建花说，让胶泥土
生态米走向全国，一直是自己的一个梦
想。

2020年，赵建花携带胶泥土大米到
湖南怀化展销。他们的摊点设在当地一
家宾馆门口。赵建花就借宾馆的炊具煮
了一锅胶泥土大米饭，请在餐厅就餐的顾
客品尝。顾客吃了后纷纷称道米饭味好，
并询问哪里有卖。“那次到怀化，我们带的
800公斤胶泥土大米销售一空，还交了一
批微信朋友。”赵建花满意地说。

在推销胶泥土大米的路上，赵建花常
常出奇制胜，但她始终认为，胶泥土大米
之所以畅销，根本在于它的品质。事实
上，许多新订单都是靠口碑得来的。

“当好农民种好地，只为健康种好
米。”赵建花说，“我想让更多的人吃到生
态、健康的胶泥土大米，虽然生态农业这
条路很艰辛，但我会坚持走下去，并把这
一信念传递给更多的人。”

■ 宁忠伟

“民警同志，你们快帮帮我吧！我家的牛找不到了。”前不
久，村民申某向吉林白山宝山边境派出所值班民警求助，称自
家的耕牛丢失了。民警立即分成两组出警，一组赶到耕牛最
后丢失的地方搜寻，另一组调取监控视频进行查找。经过两
个多小时的搜寻，民警终于在一处林地找到了村民丢失的耕
牛。申某紧紧握住了民警的手激动地说：“谢谢你们！我身体
不好，家里劳作主要靠这头耕牛，真的太谢谢你们了。”

这是宝山边境派出所日常工作的一个缩影。一直以
来，该派出所立足边境地区辖区实际，热情为群众办实事，
赢得了辖区群众的赞誉。今年，该所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主题实践活动，并结合百万警千万家大走访活动，多
次开展全面清理清查，走访社区、乡村、企事业单位、重点部
位，对辖区矛盾纠纷进行排查化解，并邀请人大代表、企业
代表、村民代表参加座谈会，征求意见和建议，帮助解决人
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同时，围绕维护辖区安全稳定等中心工
作，制定辖区巡逻维稳方案，突出显性用警，增强辖区群众
的幸福感、安全感、满意度。

截至目前，宝山边境派出所累计办好事实事200余件，
共消除安全风险隐患110余条，化解矛盾70余起，辖区未
发生一起民转刑事案件，为“零发案”边境辖区创建工作打
下坚实基础。

商标运营和品牌拓展是个系统工程，小小一枚商标，可兴一地产业，富一方百姓

■ 陈梦莹

2020年6月，我毕业后成为家乡的一
名选调生，选派到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郭
大寨乡琼英村工作。

琼英村气候温润、昼夜温差大，日照
直射时间短，土壤腐殖质丰富，有机质含
量足，优越的气候和水土条件为茶叶生长
提供了品质保障。全村234户农户，家家
都有茶园。全村共有茶园4000多亩，其中
古茶树占了不小比重，树龄在300年以上
的就有300多亩。

为了保护、发展好古茶树资源，村里
成立了古树茶专业合作社，一头抓茶叶生

产，引导村民保留、传承手工炒茶的传统
技艺，充分保证茶叶品质和食品安全；一
头积极寻找市场，拓宽销售渠道，让茶农
足不出村，就能把茶叶卖出好价钱。

我思考过，光靠卖“一片叶子”，村民
致富渠道比较单一，抗市场风险能力较
弱。经过反复调研，发现还有很多“宝贝”
藏在这片“叶子”背后。例如，老李寨村民
小组有一棵高7.9米的古茶树，被中国农
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列入全国46棵保护
古茶树之一，算得上我们村的“镇村之
宝”。村民的手工炒茶技艺也是一绝，有
一批茶农精通红茶、绿茶、白茶、黄茶等制
茶工艺，茶叶的杀青、揉捻、干燥，每一步

都有学问，充满了艺术美感。此外，村里
还有甘龙潭古茶群落、喀斯特地貌自然形
成的仙境琼英洞等自然景观。

能不能通过茶旅融合模式，闯出一条
振兴路来？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将
茶产业嵌入旅游产业链中，着力打造最美
旅游乡村示范点——老李寨村民小组，实
施绿化、美化、亮化工程，大力发展茶园半
山民宿、茶文化体验馆、农家乐，开发琼英
仙洞，建设古茶树保护点，围绕古茶树文
化，开发琼英古树茶为主的特色旅游产
品，构建以古茶树文化为主导的“一村一
品”旅游新格局，让游客们在我们村不仅
能体会历史悠久的茶文化，同时也感受秀

美的自然风光，真正实现“身旅心游”。
不久前，我们联合县文联诗词楹联协

会、音乐协会、书法协会举办了一场“茶园
音乐会”，集文、音、书、画、舞、艺、游于一
体，是临沧市首个村级露天生态音乐会，
村民中的文艺爱好者和艺术家们联袂同
台，以手鼓表演、诗朗诵、说唱脸谱、舞蹈、
葫芦丝独奏等艺术形式，为村民和游客们
带来了一顿乡土味十足的“茶文化大餐”。

接下来的驻村生涯，我将以茶会友、
以茶促旅、以旅带茶，多业态融合发展，积
极打造琼英古树茶品牌，抓实旅游和茶产
业深度融合发展，为实现乡村振兴注入更
强劲动能。

在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三思镇创业就业孵化基地，女
工们正分装宠物食品。

近年来，南和区依托当地宠物产业优势，通过龙头企业
带动，打造宠物产业集群，同时积极开展数字乡村建设，免
费对留守妇女、返乡青年等进行电商技能培训，通过发展

“线上经济”，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全区从事与
宠物产业相关的电商和销售商达8300余家，年销售额达
30多亿元，带动当地2万余名“宝妈”和留守妇实现创业就
业。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丽婷/杨献波 摄影报道“一片叶子”致富一方百姓

宠物产业兴经济促就业宠物产业兴经济促就业

河北邢台南和区：

新女性新女性新农人·

吉林白山宝山边境派出所：

驻村手记手记

■ 骆力军 骆华军

“村里将石漠化荒山开发出来种油
茶，油茶树下套种花生，茶油、红皮花生等
农产品搭着‘旅游快车’走出了大山，村民
摘掉了贫困帽子，走上了致富路。”日前，湖
南省宁远县禾亭镇琵琶岗村宏峰油茶种植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肖宁青高兴地说。

宁远油茶种植历史悠久，素有“油茶之
乡”的美誉，是全国首批优质油茶林基地示
范县、全国油茶产业建设重点县。近年来，
该县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积极培育高产优
良品种，推广丰产栽培技术，实施低产林技
术改造，改造后平均亩产油量从原来的3~5
公斤增长到15~30公斤。

与此同时，宁远推动油茶产业从单纯
卖油向综合开发旅游转变，投资5.4亿元建
设了梅干油茶主题公园，以当地丰富的油茶
资源为主体，规划了山地自行车区、徒步游
步道区、观花休闲区、油茶生产体验区、垂钓
区等8个区域，打造以油茶资源保护培育、
研发生产、森林康养、观光休闲、科普宣传为
一体的产业发展平台。

目前，全县共发展规模种植公司和大
户28家，油茶种植面积59.6万亩，产量2.5
万吨，产值34亿元，基本形成集种苗、基地、
加工、销售和文化为一体的产业链，每年可
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2万人，带动6000名
农民增收致富。

乡村治理治理

多宜甲村胶泥土水稻种植基地。

赵建花在育秧。

赵建花展示他们生产的大米。 杨宙辉摄

宝山边境派出所民警帮助村民采收人参。

产业发展产业发展乡村振兴·

以茶会友、以茶促旅、以旅带茶，多业态融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