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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知识产权
尚处空白

乡村农特产业供应链发展的背后，离不开近年来

各地“一村一品”的建设和发展。

然而，蓬勃发展的农副产业，正面临着产能过剩、

种类杂多却品牌缺乏的尴尬处境。对于以地域特色为

标签的农特产品，知识产权的保护目前尚处于空白状

态。

“比如我们的炎陵黄桃，在红极一时之后，目前正

受到怀化、山东等多地的冲击。”爆品盟负责人徐昶认

为，农特产品种植应形成全国一盘棋，划定主产区、保

护地域性商标和标识，争取打造一个特色、保留一个

特色，形成一个品牌。

然而，在实际市场中，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农副

产品，一旦打开市场，则很快进入假冒和劣币追逐良

币的怪圈。

“以前榴莲千层是传统手工制作，动则近百。随着

市场不断炒作催生机械化生产，现在已低至十多元。

至于产品方面，早已只剩奶油没有榴莲了。”徐昶说，

高峰期他每天出货量上千盒，现在一天订单寥寥无

几。眼看着一个单品从众人追捧到无人问津，其根源

就在于缺乏知识产权保护上。

农特产品
如何走出身份之困

比知识产权更迫切解决的，是农特产品的生产资

质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土特产虽然广受欢

迎，却只能采取预售模式。缺乏身份的三无土特产，如

何获得上架资格，成为摆在不少小区驿站站长的发展

之痛。

行内人士表示，目前，构成小区驿站的产品主要

有大平台团购品、自采 3C 产品和小作坊制品、三无手

工制品。前三者都可正常出售，三无产品一旦被查处，

将面临赔偿和罚款。

记者从供应链负责人处了解到，通过社区团购打

开市场的纯手工白关腐乳，以往都由各团长在群里预

售，去年年初被职业打假投诉赔偿了几千元后，制作

方在今年办理了小作坊证。

“摆上货架的白关腐乳，也有了在朋友圈卖货的

资格，今年销量翻番。”该负责人介绍。社区团购以团

长个体为品牌，消费者往往只相信团长本人，并不刻

意追究产品背景。但个人品牌并不能保障长远。从团

长本身来说，他们也迫切想要解决这一问题。

“我去市场监管部门咨询过作坊证的办理，如果

要达到标准，最少要十几万元。并且三年一年检，费用

同样不秀气。”曹莉认说。拥有多家特产店的她尚且如

此，作为社区团长，更无能力解决此问题。她认为，在

关乎民生和安全的问题上，政府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再

严都不为过，但实际情况如何解决，亦应该创新做法。

这一困局，在供应链深耕多年的于朝朝看来，正

是商机。

早在一年前，他将这一课题的想法上报株洲市相

关部门。他希望在相关部门支持下成立株洲市农特产

品集采中心，将散落在民间优质的农产品，通过二次

包装、检验，孵化成符合市场标准的产品，以食品安全

技术赋能和品牌赋能，化解大量三无农特产品身份尴

尬和食品安全隐患。

株洲农村供应体系
尚处起步阶段

行业人士认为，尽管近两年大量新农人、社区团

长和专业供应链公司纷纷瞄准农村供应链市场，想要

在这一蓝海占有一席之地或试图建立标准。然参与者

多，成功者少。目前，株洲农村供应链体系仍旧处于

散、乱、差的起步阶段。

究其原因，株洲农副产品供应链以中南菜市场的

个体工商户为主，他们并未接受过系统的食品安全、

政策引领培训，尚停留在买货卖货的配送思维上。该

业内人士表示，株洲供应链的核心目前被外埠企业占

领，且这些主要为针对学校集采的单一供应，对老百

姓餐桌、社区门店、超市的供应链几乎没有。

此外，株洲农副产品供应链并未抓住本土产品和

打通田间到餐桌的这一供应链核心，从而造成株洲优

质农产品难以找到优质客户而面临的低价处境。长远

来看，供应链体系的缺乏，严重影响着我市农业产业

化发展。

机遇与困境并存

农副产品供应链重构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成姣兰

临近过年，农人清仓，店铺清货，鲜红的草莓一筐接一筐从田间送到消费者手中，一盒
接一盒的土特产随着人情进入千家万户，农副产品供应进入一年中最紧张的时节。

近年来，疫情、消费品质升级、一村一品发展、供应链下沉……多种因素下，农副产品
出村进城之路正在不断缩短。在株洲，从社区便民服务站到特产店，从新农人到供应链专
业公司，田间地头到消费终端的大路小径被开辟拉通。乡村与城市，史无前例地加速融合
与交流。农副产品供应链连点成线，串线成链，正处在重构的新风口。

信任经济下的味道回归
严格说来，农副产品供应链并非新词。有商品经

济，就有城乡供应与流通。而在湖南爆品盟供应链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爆品盟”）负责人徐昶看来，农副产品

供应链正在重构。

电商迅猛发展下，资本纷纷入局下沉市场，一波接

一波社区团购的兴起和消亡，一定程度上埋下了农副

产品的信任危机，也代表了低价团购模式走到了终点。

“大平台都是供应商制度，根据选品标准供货，价

格和卖相是主要指标，口感和品质往往难以把控。为了

给流通留出时间或提前上市掌控利润和价格，市场上

自然成熟的东西很少。”徐昶做生鲜供应 10 年，疫情期

间瞄准社区经济中的这一痛点而入局。

2017 年，徐昶以“将果蔬最原始的味道带给消费

者”为卖点，所有水果 9 成熟采摘，24 小时从产地直达

消费者，迅速打开市场。

湘西红心猕猴桃、常德阳光玫瑰、道县沃柑、永州

黄金柰李、炎陵黄桃……在爆品盟 700 余个团长的助

推下，一个个湖南果蔬品种被端上老百姓餐桌。

眼下正是草莓上市的季节，株洲几乎所有草莓园，

都是爆品盟的供货商。遇上雨雪天气，草莓成熟变慢，

平台进入消费者等草莓的阶段。徐昶说，社区经济是信

任经济，选品达不到要求，只会卖一批产品流失一批顾

客。

味道的回归，也让乡村农特产品的价值被放大。

醴陵的葱油饼、茶陵的花卷、仙庾岭的茶油、攸县

的红薯粉和晒肉、炎陵的土鸡土鸭、白关腐乳……爆品

盟向县域寻找合作伙伴，分区域开发农副产品，逐渐搭

建起了辐射全国的 300 余个供应商网络。其中，株洲供

应商 60余个。

“比如攸县赵姐家的红薯粉，家里祖传的手艺，以

前自己做了在街边卖。现在专门为我们供货，一年超过

三千斤。”徐昶说，这样的红薯粉匠人，他们在株洲共遴

选出 3人。

一个供应商就是一个特色品牌，既是供货商又是

推广者。以共享共建形式，爆品盟将供应链从农副产品

工厂延伸到小作坊甚至农村手作能手上，连点成线、串

线成链，富有地域特色的农副产品正通过不断畅通的

信息链、人才链、物流链送达当地消费者餐桌。

新农人联合探新路
象征市场经济前锋的供应链，往往代表着消费活

跃的城市视角。在农副产品供应链重构的当下，从种植

养殖和加工终端生发出新的供应链思维，正引领着农

村掌握新的市场主动权。

1 月 30 日，株洲市新农人联合会联合 12 家社会组

织与白关镇龙凤庵村签订《村社党建共建意向协议

书》，计划以党建共建为阵地，共同打造农村农副产品

供应链新体系。

为什么是龙凤庵村？

“龙凤庵村离城市近，南靠莲株高速，北接沪昆高

速，又是白关丝瓜的核心产区，有一定的产业基础。”株

洲市新农人联合会会长、株洲生命之源生态农业负责

人于朝朝是龙凤庵村驻村企业代表，2018年回村至今，

他见证着龙凤庵村的成长。

去年，他带领龙凤庵村高塘组 10 多户农户发展林

下经济，养殖藏香猪和富硒醉鸡，不到今年 1 月，所有

产品销售一空。

“今年计划带动 100 户农户参与进来，增加甲鱼、

龙虾、鳙鱼等水产养殖。”以公司提供种苗、技术和销

售，农户利用林下空地开展立体循环种养的模式，龙凤

庵村房前屋后再次焕发出活力。有专做学校、企事业单

位及线上供应链的生命之源农业公司的订单农业做支

撑，龙凤庵村发展的底气增加了厚度。

一个龙凤庵村，不足以论农村供应链建设。以这为

起点，株洲农村供应链或许真能探出一条新路径。

去年，龙凤庵村打造了“良食村”品牌，搭建直播

间，成立乡村振兴馆。今年，于朝朝计划着手培养 100

名农民主播，建立直播矩阵，为供应链起点夯实人才队

伍。在“良食村”统一品牌下，他希望集合更多株洲农特

产品，进行统一展销，并在长株潭地区建立 100 个良食

村供销驿站，打通社区家庭餐桌、社会餐饮餐桌之路，

在集采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订单农业。

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加入农村农副产品供应

链体系建设，农田到餐桌的环节在减少、距离在缩短、

农民利润在增加，消费品质亦在不断提升。

社区驿站
自建微型供应链

去年开始做公益助农服务站，今年升级为小区便

民服务站，短短不到一年，株洲军创融媒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军创融媒”）在长株潭和邵阳落地便民

服务站 300余个，迅速打开小区市场。

搭上供销社和全国各地种植养殖基地供应链，军

创融媒以价格和品质优势，赢得一波忠实的消费者。

“去年几场鸡场捡蛋抓鸡活动，到现在都有人催着

做。”该公司总经理刘永胜介绍，2021年，他们将湘潭摄

埠镇齐家老屋 13 家个体鸡场整合为一家大型企业，向

上争取补贴和贷款，跑通宰杀和冷链配送环节，目前日

宰杀量达 5000只。

不管是自建供应链还是背靠大供应体系，最终落

脚点，仍旧在服务终端站点。

记者大量走访发现，昔日因生鲜电商平台而遍地

开花的小区驿站，正跟着更加多元的供应链一起转型

升级。

作为最接近市民的购销末端，一头连着消费者，一

头连着供应链，成为城乡交流平台转型。

赵英经营的明月湖小区菜鸟驿站是军创融媒新发

展的便民服务站之一。两个快递门面，一个土特产展销

厅，低矮的小区一楼车库，卖的都是高端货。

“最好的货，才能培育出最忠实的顾客。”这也是她

选择供应链的标准，赵英更愿意选择向居民推荐军创

融媒的水果，而手工特产则选择自己亲自定加工坊。

这个冬天，凭借浏阳小籽茶油，南盾景园小区服务

驿站吸引了一大批优质客户。“好评率达到 99%。”老板

之一刘范妮介绍，从产油季开始到 2 月 4 日，群里预定

不断。

在部分货品上自建微型供应链，是各社区便民服

务站另一种品牌塑造手段。

杂货铺式的小区便民服务站受众群体

以小区居民为主。随着市场的发展，以品质

和高端形象出现的农特专卖店，则成为职

场中青年的零食新宠。

绿岛家老板娘曹莉经营了旁边绿岛棋

牌餐厅二十余年。家住渌口区古岳峰镇的

她，古岳峰乡里土特产一直是店里的招牌。

前几年，她在饭店旁开了一家水果店，

谁知水果生意并无新意，反而搭着出售的

土特零食成为店里的招牌。顺着供应链拓

展完善，今年，她与妹妹先后开出 3家土特

产专卖店，生意红火。

下午一点半，店里的顾客一波接着一

波。看着一个男士一口气拿了 4 瓶黑芝麻

酥，曹莉果断建议他先买两瓶，并推荐给他

一瓶南瓜皮，一瓶酸枣条。

照顾客户的细微需求，这是曹莉的服

务标准。

蒋女士直奔店里，在大瓷缸里装上一

盒扎鱼，满意而走。“我喜欢吃她家扎鱼扎

鸭，是小时候的味道。”面对记者的追问，蒋

女士回头答道。

“这些都是有灵魂的产品，能够戳中一

些人的记忆点。”曹莉介绍，她从小就喜欢

吃这些乡里特产，奶奶 90 岁高龄了，仍旧

会给她做晒辣椒、茄子皮、黄瓜皮、苦瓜皮

等零食，伯伯在食杂果品公司退休，这些经

历让她对土特零食有着特殊的感情。

渌口的生姜、古岳峰的剁辣椒、荷塘区

民庆食品的苦瓜皮、攸县的晒肉、古岳峰的

药糖、湘潭的桃子皮和南瓜皮……曹莉有

着严苛的选品，每一样至少达到株洲或周

边地区最佳口感，才能入她之眼。

在她的带动下，曾在家做桃子皮、南瓜

皮养家糊口的朋友开起了食品小作坊，并

成功将货批到高桥市场等地，年产值几百

万元。

随着店铺知名度不断扩大，加盟商不

断找上门来。曹莉一一谢绝。

在她看来，土特产要想守住味道，很难

量产。这也并非一个赚大钱的行当，没有深

厚的乡土情结，很难坚持下去。最重要的

是，农特产对顾客有着严格的选择性，只有

找到精准客户，才能持续下去。这一切，考

验着经营者的乡村经营和资源整合能力。

现在，她已积累起各色产品 140 余个，

并将产品反向销售到乡里，在乡里打开了

市场。“乡村消费升级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戴永红零食店开到了乡里，我的第一个乡

村店也已装修完毕。”曹莉说，不少人在探

讨乡村合作社模式，实际上，土特零食店就

是一家以销售为目的的合作社。

随着模式的稳定，她也在谋划着做自

己的工厂，为后续分店解决货源问题。并跟

旅行社推出联名会员卡，以乡村旅游+特

产+基地的合作模式，搭建城乡合作新模

式。

土特零食店成新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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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岛家特产店

成社交新场所。

记者/成姣兰

上 午 9 时 ，爆 品

盟大汉惠普配送仓迎

来一天最繁忙时刻。

记者/成姣兰 摄

蓝盾小区驿站团

长刘范妮正在取货。

记者/成姣兰 摄

明月湖菜鸟

驿站站长赵英正

在核对到货单。

记者/成姣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