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为“地标”

它指产自特定地域
的商品，具有独特风味，
被赋予“地名+商品名
称”构成的特殊标识。
与普通商标不同，它既
表明产地来源，又说明
商品品质，不仅拥有更
高的含金量与辨识度，
还被认为是特色农货闯
市场的金字招牌。

厦门有4件“地标”

全市共有 4 件“地
标”，分别是同安凤梨穗
（龙眼）、同安凤梨穗（干
桂圆）、同安红（三角梅）
和翔安古宅大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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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五显镇一路向西，顺着村
道开始，一棵又一棵龙眼树沿着山
峦起伏绵延，延伸到汀溪水库，葱郁
的绿叶间，一串串黄澄澄的龙眼挂
满枝头，压弯了枝条。23日下午两
点多，厦门绿群龙眼专业合作社联
合社负责人苏水源的龙眼园内，工
人们正顶着烈日穿梭其中，忙着采
摘要发往宁夏的龙眼。

由于要跋涉36个小时，为了保障
龙眼的新鲜度，工人们不仅将残次果
剔除，还在泡沫箱内加上两三个冰瓶。

这里的龙眼有个好听的品种名
叫“凤梨穗”，它们不仅有凤梨香甜
的口感，还一穗穗抱团结果。

和龙眼打了40年交道的苏水源
告诉记者，较于以前的老品种，凤梨
穗更加稳产，甜度也更高。普通龙眼
平均甜度14度左右，而凤梨穗龙眼
可达到22度。

据了解，同安凤梨穗已有100
多年栽培历史，因高产量、高颜值、
高糖度，2000年前后作为一个优良
品种开始推广。

2012年年底，“同安凤梨穗”获
批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这也是
厦门首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所谓

“地标”，是指产自特定地域的商品，
具有独特风味，被赋予“地名+商品
名称”构成的特殊标识。

拿下“地标”后，同安凤梨穗的身
价也跟着水涨船高。普通龙眼半公
斤只能卖0.6元，而凤梨穗则可卖到
四五元，价格翻了好几番。

如此高的“含金量”，让果农们成
为直接受益者。原本种植龙眼的农
户，纷纷嫁接起凤梨穗，种植规模越来
越大。目前凤梨穗种植面积占全区龙
眼种植面积的79%，产值两亿多元。

贴上“地标”专属标签后，同安
凤梨穗便如同拿到了进入市场的

“VIP”卡。
过去，如果说到同安凤梨穗，厦

门之外的多数人对它是陌生的。如
今，它已在全国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此次同安凤梨穗大批量销往宁
夏，是合作社联手大型商超夏商的
又一次新尝试。接下来，他们还将
一起合作，将凤梨穗推广到东北等
地，让果农真正实现创收。

前几天，一辆满载2600多公斤凤梨穗龙眼的货车
从同安发往宁夏银川，这是同安今年首个龙眼大单
——将有1.5万公斤鲜果从这里输出。

今年是凤梨穗的“大年”，销售也格外有起色。眼
下凤梨穗龙眼园里，总能听到操着不同口音的采购商，
“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以下称“地标”）是他们远道
而来的重要原因。

拥有“地标”后，不仅带动了凤梨穗品种在同安的

大面积种植，更让价格翻了好几番。但这并不意味着
产品推广、品牌传播就顺风顺水，不“出圈”或不“生钱”
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带有浓厚地域特色的同安凤梨穗，如何在全国农
产品版图中占据一席之地？互联网快速发展和冷链技
术改进升级，又会给它带来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如何
让地标变金标，或许可从同安凤梨穗走过的路探寻答
案。 文/本报记者 卢漳华 图/陈嘉新

多年来，同安凤梨穗以“合作社+地理标志
商标+农户”的发展模式深度参与市场竞争，却
因产品品类单一、停留于初加工、规模化效应不
佳等问题，使得他们应对政策、市场变化的能力
较弱，限制了产业发展和品牌价值提升。跟很
多“地标”一样，同安凤梨穗也陷入这样的尴尬
境地。在洪求龙的记忆中，同安凤梨穗售价最
好时，批发价半公斤也才8元。

目前同安凤梨穗走鲜果销售的只有三成，
更多的还是烘焙。但制成龙眼干，虽然可以提
高附加值，却有积货滞销的风险。

“酒香也怕巷子深。”这是不少果农的心
声。从“地标”的申请过程中，不难发现，同安
虽然实施了原产地保护，但却未建立一整套标
准、服务体系，尤其是进入门槛低，果农参与积
极性不高，“地标”的含金量难以提升。

“申请主体只需是企业或合作社，符合地
理标志区域，营业范围需包含种植即可。”据同
安农村经纪人协会介绍，目前已授权的只有四
十余户。

其实，苏水源、洪求龙等人都有自己的品
牌，但依然支持并同时使用同安凤梨穗，“这是
一种分享，提升同安凤梨穗的知名度，就会有
更多人愿意加入，也能促进地区整体的发展。”
如果只有少数人申请地理标志，那到底谁真谁
假？换句话说，如果加入的农户不够多，“地
标”的含金量就会降低。

“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声音说着：我们的东
西绝对有竞争力。”作为同安龙眼干的生产大

户、不善表达的陈延南缓缓地说，“只是我们还
没有用对的方式把前人的心力呈现出来。”

提升凤梨穗的品质是提升“地标”含金量
的必经之路。因为纷繁的商品市场中，最先打
动消费者的是品牌，而决定口碑、回购率的关
键，则是风味和品质。首先，凤梨穗疏花格外
讲究，果农疏花时“毫不客气”，会打掉三分之
二的龙眼花。其次是采摘，苏水源采摘龙眼有
个特别之处——同一棵龙眼树，要分两三次采
摘，太早采甜度不够，太晚采则肉质太柴，都会
影响口感和烘焙后的质感。

果农们认为，当种植、采摘甚至烘焙都形
成一套统一运作标准，高品质的凤梨穗龙眼不
会没有销路。

事实上，在推动抱团发展、统一标准上，同
安已经做了不少尝试。早在2018年，同安区
便出台《同安区促进龙眼产业发展的六条措
施》，对龙眼种植、加工、销售环节进行扶持。
去年开始，在同安农业农村局的支持下，厦门
夏商集团成员厦门农发同芯科技有限公司引
进先进的空气能热泵烘干设备，可为果农龙眼
烘干加工提供服务，目前每天烘干量约5000
公斤。除了提供烘焙服务，该公司还帮忙卖
货，借力夏商品牌，打开新销路。

眼下，同安农业农村局将同安凤梨穗纳入
“同民安”运营平台。8月14日，市食安办公布
龙眼的供厦食品安全团体标准，凤梨穗又通过
评审成为“鹭品”，以期通过形象重塑，持续提升
地理标志产品知名度，走向更广阔的消费市场。

刚从果园采摘回来，厦门市皇蓝旺果蔬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洪求龙顾不上喝水，便又开始
忙着将采摘好的龙眼分拣打包，一串串饱满的
龙眼整装待发。

可别小看打包装箱，如果没有压紧压实，
龙眼会在运送过程中脱粒，坏果率会大大提
升。洪求龙熟练地将龙眼装进泡沫箱，放入冰
袋，并快速完成封箱。

看着儿子忙进忙出，洪求龙的父亲洪金镖
眼中满是笑意。“我们一辈子都在田里忙活，在
销售这些方面不擅长，儿子回来工作后，收入
至少增长了三分之一。”

从最简单的打包开始摸索，如今洪求龙的
线上销售慢慢打开了局面。去年他通过微信
卖出的龙眼鲜果就有三四千公斤。

龙眼是一种很难保鲜、不宜长途运输的农
产品。以前要将新鲜龙眼销往外地是一件很
困难的事。然而现在，通过冷链运输，加上走
空运，“我的龙眼能够运往山东、北京等地，哪
怕需要运输两三天，客户收到快递后仍然点赞
龙眼品质很好。”洪求龙说。

“在网上卖，有没有地标这块牌子，效果
差很多。”苏水源坦言，大家透过镜头，只能看

到龙眼大小，至于口感如何，无从得知。但有
了“地标”这一身份，无疑具有更大的竞争
力。因为从某种程度而言，它是品质、正宗的
保证。

直播带货的销售模式越来越普遍，苏水源
也搭上网络直播的快车。去年首次“触网”，曾
创下1小时7000单的最高纪录。

不过今年，苏水源不再做直播带货了，他
坦言太累了，“去年我走的是批发路线，单贴
单、包装到发货，就要20人。”这样的投入，成
本太高，再加上没计算好运送时间和考虑保鲜
问题，发往西北等地的龙眼，消费者拿到时，虽
然不是坏果，但有些皮已经黑了。

虽然近半个月的时间就卖了近3.5万公
斤，但不少消费者没能品尝到凤梨穗的最佳口
感，靠口碑吃饭的苏水源觉得得不偿失，“这是
在消耗‘地标’的价值。”

不可否认，“地标”确实有助于小农营销，
但尝到直播带货甜头的果农只是极少数，大多
数果农的营销能力实际上非常有限。走零售
为主的洪求龙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快递一件5
公斤的龙眼，仅包装和运费就快要40元，这是
很多农户负担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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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的凤梨穗龙眼有
17500公斤，其中7500公
斤供应朴朴超市等，剩
下则用于烘焙。但这样
的量还无法满足客户需
求，他每天还要采购合
作社其他成员的果子。

与大多以售卖龙眼
干为主的果农不一样的
是，苏水源的鲜果卖得
更多。而这背后是他对
品质的严格把控，越来
越多的“头回客”成了“回
头客”，这么多年来，他的
龙眼价格也极少受市场
波动影响，基本稳定在
半公斤6元的批发价。

“同样是凤梨穗龙
眼，同安产的和其他地
方产的大不一样。”苏水
源说，厦门周边地区有
从同安引种凤梨穗，但
肉质比较柴。从表面上
看，是这些年各地兴起
种植热，导致产能激增，
市场供过于求。而更深
层的原因，在于栽培、加
工模式和水平，影响了
产品风味，导致竞争优
势减弱。

“地标”在为同安果
农带来荣景的同时，相
对地更要严格把关凤梨
穗龙眼的品质，才能走
得长久。不少凤梨穗种
植大户，认为可将凤梨
穗龙眼进行分级，并通
过统一的平台进行销
售。当农户不再为销路
发愁，便有更多时间用
于改善耕作管理技术，
从而让凤梨穗龙眼品质
更好，更广为人知。在
他们看来，遵守规则，守
住品质红线，才能享受
品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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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同安凤梨穗走鲜果销售的只有三成，
更多的还是烘焙。

凤梨穗龙眼进入成熟季凤梨穗龙眼进入成熟季，，果农采摘忙果农采摘忙。。

▲为保障龙眼的新鲜度，工人们将残次果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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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直播带货的甜蜜忧愁
有果农半月卖3.5万公斤却笑不起来

一条质量到销量的破局之路
全链条标准化运作或打开更大市场

一颗地标龙眼的

扩张之路
凤梨穗占同安龙眼

种植面积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