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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建设品牌建设

农产品想要买得好，地理标志

是个宝。在 4 月 25 日，2016 年全

国知识产权宣传周农产品地理标志

现场活动中，“茅山后佛见喜梨”获

得了由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颁发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

“有了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

书，就好像有了身份证一样。老百

姓就更有希望去做这个事，农民也

会因此大幅增收。”茅山后梨产销协

会会长李柱说道。

百年历史，重焕生机

茅山后村是北京市平谷区金海

湖镇一个三面环山的小山村。村子

不大，仅有 70 多户人家。100 多年

前，这里出产着一种由慈禧赐名的

皇家贡梨——佛见喜梨。

佛见喜梨是一种独特的梨品

种，只分布在平谷东部地区，其表面

红润，个大口脆、果型端正，甜而不

腻。据说这种梨原来叫红笑梨，有

人进贡给慈禧，慈禧品后大悦，因忌

讳“梨”字谐音“离”，慈禧便将其改

名为“佛见喜”。

得益于慈禧赐名，佛见喜梨曾

红极一时，然而到了 20 世纪 60 年

代前后，由于各种原因，佛见喜梨一

度陷入濒临灭绝的窘境。

2009 年，茅山后村委会做出决

定，免费为村民提供优质佛见喜梨

树苗及接穗，村民嫁接一个接穗补

贴 3 元，栽一棵佛见喜梨树补贴 10
元。这一项措施，使得茅山后村新

栽近 10 000 棵小树。自 2014 年，

茅山后村以佛见喜梨为主要产业，

进行了土地流转，逐渐建起将近

400 亩的佛见喜梨种植基地。

如今，“茅山后佛见喜梨”获得

了农业部颁发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登

记证书，成为了平谷区继平谷大桃

之后，又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农产

品。至此，有着百年历史的“茅山后

佛见喜梨”，几经沉浮，重新焕发了

生机。

申请地标，成为富民产业

2014 年，大学毕业留在邻村担

任村官的李柱，头一次听说了农产

品地理标志这个概念，于是，他心中

便萌生了为佛见喜梨申请地理标志

保护的念头。为此，他牵头成立了

北京平谷区茅山后佛见喜梨产销协

会，随后请来了相关专家，对茅山后

村的土壤、地理、气候等各方面因

素，进行综合检测。检测发现，茅山

后村土壤独特，大部分为红黏土加

火石子，富含钾元素，使得佛见喜梨

口感极佳。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

经过现场核查、品质鉴评、评审答

辩、公示公告等环节，“茅山后佛见

喜梨”是目前平谷区第一个经农业

部认定的地理标志农产品。

“申请农产品地理标志主要有

三点要求：一看是否有特殊品质，比

如农产品有没有独特的人文历史内

涵；二看地域是否明确，即农产品跟

当地地理环境的关联度如何，是否

只在这个特定的区域生产；三看登

记主体是否明确，是否有相关农产

品专业合作组织等。”农业部农产品

质量安全中心罗斌主任介绍说，“从

这几年调查情况看，农产品进行地

理标志登记前登记后，价格差别最

起码在 20%以上。”

以前，茅山后村曾种过核桃、栗

子等，但都收益平平，直到大规模种

植佛见喜梨之后，村集体收益大幅

提升。2015 年，茅山后村，仅由佛

见喜梨带来的果品收入就达到了

150 万元，人均 2 万多元。佛见喜

梨已经成为茅山后村实实在在的富

民产业。

用心经营，品牌建设与保护

农产品地理标志是对一个区域

名特优农产品优良品质的认可，但

有了这个标志之后，绝不能怀有“一

劳永逸”的心态，放松对产品质量的

把关，从而损伤地理标志农产品的

品质与信誉。

“在生产管理上，建立起严格的

管控体系，监督农民使用专用肥和

农家肥，不打除草剂，从源头上把住

质量这一关。如果有果农偷偷施化

肥或打除草剂，被发现了，我们就会

取消他这一年在村里的年终奖金。”

茅山后村党支部书记李宝江说，“同

时在销售上，我们制定了以渠道为

先导性的营销策略，严格按照标准

进行产品分类、分机、统一包装，比

如说小于 250 克，超过 300 克的梨，

我们就不收了。”

农产品只要具有了相应的条

件，获得地理标志认证并不是一件

难事。真正难的在于，如何长久保

持农产品的品牌价值，如何有效开

展品牌的后续建设。

茅山后佛见喜梨，这个品牌未

来的前景如何，还需要品牌生产者

用心思考，努力经营。据茅山后梨

产销协会会长李柱介绍，接下来将

严格按照生产技术规范控制质量，

进一步挖掘“茅山后佛见喜梨”历史

文化内涵，同时还将邀请专业公司

对茅山后村进行产业规划设计，围

绕“茅山后佛见喜梨”发展特色旅游

产业。

（据《农民日报》）

“佛见喜梨”品牌记
孟德才

求购 1年生杏、梨、核桃、柿树苗；求购 250克以上的大果甜
柿；求购超早熟离核桃树苗。电话：1390381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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