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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始终把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作为推进乡村振兴和
特色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也取
得了实效。在已拥有地理标志保
护 产 品 13 件 居 全 省 第 一 的 基 础
上，还有“宿松云雾茶”等 3 件
地理标志产品申报已获受理。全
市 地 理 标 志 综 合 产 值 已 达 45 亿
元，受益农户近 20 万户，扶持脱
贫人口 31 万多人。这些深受消费
者欢迎的地标品牌，不仅成为我
市具有地域特色农产品的金字招
牌和质量兴农引以为豪的资本，
也是改善农业供给结构、提高供
给质量和效率的有效途径，更成
为提升农业竞争力、发展区域经
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
村振兴的必然选择。

确实，地标品牌附加值高，
竞争力强。在超市货架，很多蔬
果、茶叶、家畜等都打上了“地
标产品”等标识。这些农产品不
仅受到欢迎，价格也会比一般的
高不少。一批生产有记录、流向
可追踪、质量可追溯的优质农产

品正不断地满足城乡居民个性化
的消费需求，不断提升农业综合
效益。

我市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和
深厚的文化底蕴，具有培育和发
展更多地理标志农产品、推进乡
村振兴的先天优势。要坚持品质
与效益相结合、特色与标准相协
调，带动农民标准化生产地理标
志产品，实现集中管理、规模生
产、统一营销和产品溯源。将地
理标志资源、企业资源、农户资
源进行整合，形成产业化联合体
与发展合力，共同打造区域地理
标志农产品品牌。

这 需 要 从 政 策 、 资 金 、 人
才、技术上进行引导扶持，将培
育发展地标品牌列入县乡的目标
考核与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我
们还要加强地标品牌生产养殖区
生态环境的保护，通过建立健全
一整套现代化种养殖机制作为支
撑，让质量有标准、种养殖有规
范、加工有流程，倒逼农业生产
方式的转变和农产品的转型升级。

同 时 ， 我 们 要 强 化 品 牌 意
识，牢固树立质量第一、品牌至
上的理念，并以此健全产品和服
务全过程的管理体系。将精心打
造和珍惜已有的地标品牌渗透到
农产品种养殖、生产加工服务销
售等各个环节，提高地标品牌农
产品的影响力和美誉度。要强化
加工包装、储藏保鲜、电商服务
等建设，补齐线下冷链、物流设
施短板，拓展线上销售渠道；还
要 建 立 品 牌 监 管 机 制 ， 运 用 行
政 、 经 济 、 法 律 等 手 段 ， 防 止

“ 劣 币 驱 逐 良 币 ”。 唯 有 确 保 了
“ 舌 尖 上 的 安 全 ”“ 舌 尖 上 的 味
道”，地标品牌才能带动企业增
效、农民增收，推进乡村振兴。

11月15日，国家知

识产权局批准“望江风酿

酱油”为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这也是 5 月 24 日

“桐城水芹”获批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之后，今年安

庆“斩获”的第二块“金

字招牌”。现我市拥有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 13 件，

居全省第一。（《安庆晚

报》12月1日）

培育更多地标品牌推进乡村振兴
潘天庆

安庆地域广阔，农业物产丰富，
且很多具有自身特色。这些特色农
产品经过现代手段的培育与加工，
有些已成为名优农产品，将它们冠
以地名，特色意味更浓。

地理标志产品，有两重概念，
一是地理位置的显示，二是产品名
目 的 附 缀 。 比 如 “ 望 江 风 酿 酱
油”，地域指向明确——望江，产
品也让人看得一清二楚。此种地理
标志产品一旦亮相，消费者即能从
中获得两方面信息，这不仅对于产
品，而且对于产品的产地都具有潜
在的广告效应。

产品加产地，放大的广告效应
产生的是双赢效果。这方面我们有
幸看到，类似于这种地理标志产品
的，在本地不止一个“望江风酿酱

油”，至今为止，安庆已有13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数量居全省首位。
这些都是发展地域经济的“金字招
牌”。而更让人欣喜的是除了已获
得地理标志保护产品13件外，还有
诸如“宿松云雾茶”“太湖六白猪”

“太湖小花鸡”等也有望通过国家知
识产权局的审核，而随后在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榜上有名。

这些地理标志产品在地方经济
发展中，在带动农民致富中已显现
出了强劲的动力。可以说在地方经
济发展上，这些地标产品功不可没，
而且必将会发出更大的经济与社会
效应。

农村的进一步发展与地方特色
产品的培育密不可分。各地条件不
同，气候有异，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

齐，在农村发展上不可能采取千篇
一律的模式，需要根据当地的条件，
突出特色，加大对特色产品的扶持
力度，让特色更“特”，以发展特色经
济来引导当地经济与社会的进步，
促进农民的增收与致富。

特色经济说白了就是我有你
无，就是独一无二。正因此，那些地
理标志产品才能成为“金字招牌”与
区域性的名片。农村的发展与兴旺
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制约与影响
因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特色经济的发展与提升。打造特色
经济，培育地理标志产品，并加以保
护，以现代营销的手段增加它的附
加值，可以预期的是，这些地标产品
必将在全面促进农村的繁荣、铺就
农民致富路上大有作为。

以特色农产品铺就农村致富路
未一平

近日，市民在安庆晚报报料
交流群反映宜秀区西湖绿洲城四
期小区经常闻到一股刺鼻的异
味,时常传来阵阵臭气，居民生
活受到严重影响。（《安庆晚
报》11月30日）

据报道，这种异味气体存
在 已 两 年 了 ， 居 民 也 多 次 投
诉，相关部门接到投诉后也做
了一些工作。比如环保部门多
次到现场监测，仅今年环保就到
现场去了十余次，还动用了走航
车一天两次常态化监测。即便这
样，由于异味气体不是连续飘
浮存在，所以至今也未查明污
染源。

这种刺鼻气体来源成谜让
人 匪 夷 所 思 。 按 说 有 污 染 存
在，且长时间存在，监管部门
还实行了常态化的监测，哪有查
不到污染源头的？可吊诡就吊诡
在这，你说监管不作为，可事实
上作为环保部门也是有担当的，
对居民反映的问题没有敷衍，
而是当作一项实事来做的。不
过其效果差强人意，两年过去
了，异味气味时不时地出来闹
腾一下，让人不得安宁，生活
跟 着 深 受 影 响 。 换 位 思 考 一
下，小区居民不停投诉希望能
早日解决问题的急迫心情，大
家是能理解的。

一种异味气体查了两年没有
查出源头，某种程度上折射了环
境保护之艰。污染的隐蔽性，排
放时间上的不确定性给监管带来
了相应的难度。这么长时间的跨
度，面对一波又一波居民的投
诉，作为监管肯定也有压力。百
姓对监管的评价，不光是看行
动，更主要的是看结果。当百姓
对结果不满意时，再多的行动当
可列为无效行动。作为监管，眼
下唯有化压力为动力，才能变被
动为主动，向居民交出一份满意
的答卷。

改进监管手段，进一步加大
排查力度，适当延长日常监管时
间，真正地做到监管常态化，这
是作为监管部门当下需要做好的
事。另外，还要加大查处力度，
对污染行为不论发生在何时何
地，一经发现，无条件地依法依
规给予相应的处罚。查了两年的
异味气体其成因不可能永远成
谜，相信在监管的努力下，真相
终有大白的一天。当这一天来临
时，不仅监管卸了压，居民也会
由此而开颜。

刺鼻气体来源成谜

拆射环保之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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