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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富·非常商道

山东特产进京遭“疯抢”

2000斤胶东大馒头

不到一天卖完

23日上午10点，北京金源新
燕莎。还没到第二届山东商品大
集正式开市的时间，这里就已经有
很多当地市民以及外地游客慕名而
来。“去年我们在北京首地大峡谷举
办的第一届大集，很成功、很受欢
迎，今年就组织了第二届，参展商品
也多了不少。”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
员会山东省委员会副巡视员祖庆林
告诉记者。

特色产品多、品种全，是本届
山东商品大集的一大亮点。据介
绍，参展的87家企业是从全省210
多家报名企业中筛选出来的，鲁
锦、德州扒鸡、周村烧饼、乐陵金
丝小枣、潍坊风筝、龙口粉丝、山
东三珍……涉及特色食品、非遗
产品、工艺品、纺织产品等八大类
1300多个品种。

家住海淀区小黄庄的宋佳女
士告诉记者，“以前听说过山东有
很多名小吃，但在北京真正吃过
的、地道正宗的并不多。”她逛了
半个多小时，就收获了扒鸡、烧
饼、煎饼、粉丝、大馒头等三大包
山东特色食品。

一位刚刚购买了潍坊风筝的
北京市民肖美英说：“一直觉得潍
坊风筝是最好的，特别精美，一直
找，就是没有特别正宗的，这次在

这儿看到了，特别想买一个。”
消费者逛得高兴，参展企业

也忙得起劲，虽然大集为期十天，
但仅仅一上午，很多展位的特色
商品开始供不应求。

青岛崂山王哥庄大馒头有限
公司董事长刘竹莲说：“我们带了
2000多斤胶东大馒头，现在就剩
摊位上这几斤了，10天的备货一
天就卖完了，真没想到。现在打回
电话去了，马上空运发过来。”

半数特产首次“见世面”

大部分画地为牢

没开辟过省外市场

山东特产大集如此受欢迎，
着实让众多参展企业没有想到。
山东省贸促会副巡视员祖庆林告
诉记者，这次大集山东有近半数
企业和产品是首次参展，平时大
部分只有在省内或者一个地区才
能见到、买到。

事实的确如此。记者转了一天
的大集，发现省外众多受欢迎的山
东特产，却仅局限在省内，甚至一个
地市、一个县城，有的根本没有自己
的销售渠道，坐等游客或者中间商
上门，很少有走出省外建立连锁店
或者推销自己特产商品的。

在金源新燕莎一楼的东昌府
工艺葫芦展位，“中国葫芦第一
村”总经理郝洪然和员工们忙得
不可开交。从1米高卖到6000多元
的大葫芦，到3厘米也卖到上千元

的小葫芦，还有封在水晶里的新
鲜葫芦，各式各样的葫芦让顾客
爱不释手。

“也得找人再托运些过来，看
样子估计两三天就能卖完。”郝洪
然说道，之前，他几乎不走出聊城
卖葫芦，基本都是在家门口等着。

“还没有开省外或省内连锁店，暂
时没有这么多资金和精力啊，基
本都是天津、广东那边的经销商
过来提货。”

与工艺葫芦比邻的摊位也是
聊城的传统产品之一——— 牛筋腰
带。“就是抽牛的筋做成的腰带，
结实耐用，越用越软越舒服，不过
做这东西的也越来越少，只剩下
几家了。大家不知道它的好，尤其
是外地人，宣传得不够。”聊城市
圣帝御封牛筋腰带厂负责人张元
杰无奈地说道。

作为江北水城旅游节专用产
品，东昌府工艺葫芦和牛筋腰带，
目前大部分只能在聊城当地买
到，不用说省外，省内其他地市也
鲜见它们的踪影。除了我省的阿
胶等产品在全国建立了完善的营
销渠道外，大部分山东特产都是
在本地销售。而如果在原有名气
上固步自封，势必都将走向没落。

“这次真是见世面了，我们的
产品卖得也很好，说明还有销路，
如果只在我们那一亩三分地呆
着，估计传统的牛筋腰带会被淘
汰进博物馆了。”张元杰表示，下
一步他将考虑在外设立连锁店，
逐步开辟省外市场。

品牌缺失是“重症”

应建立政府主导的

销售平台

烟台的苹果、德州的扒鸡、周
村的烧饼、龙口粉丝……提到山
东特产，不管本地居民还是外地
游客，都能说出一二。但要说山东
有像“东北三宝”人参、貂皮、鹿茸
一样的拳头产品，很多人却并不
太清楚。

“山东特产丰富，却缺少在全
国叫得响的品牌，这一直是山东
特产的尴尬。我们就是希望借助

‘山东商品大集’，作为一项山东
特产的品牌推广活动，让我省的
特产走出去，在全国提高知名
度。”祖庆林副巡视员告诉记者。

虽然我省特产繁多，但基本
是“满天星星，没有月亮”，品牌缺
失是山东名特产的“重症”。由于
我国法律规定县级以上行政名称
不允许作为商标，所以小作坊和
大集团不得不共享地方特产名
称。“德州生产的扒鸡都可以叫
德州扒鸡，潍坊的风筝也不止一
家生产企业，至于这些地方特产
哪个牌子的好，恐怕很少有人知
道。”地方特产品牌营销专家、北
京方圆品牌营销机构负责人李明
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由于特产行业，大多企业在
一个地区，使用统一地域名称，销
售着相同的产品，普通消费者根本

无法区分。低成本、低门槛、低附加
值，大部分山东特产目前还属于一
种粗放式营销，品牌的缺失让地方
特产营销一直是兵荒马乱。

“都知道北京烤鸭全聚德的
好，龙口粉丝龙大的好，这就是品
牌的力量。”李明利表示。当年龙大
集团的粉丝营销就是地方特产成功
的一个典范，“其实龙大集团并不在
龙口，但中央电视台的一句‘龙口粉
丝，龙大造’却被人记得尤其深刻，
全国订单也纷至沓来。”

此外，河南的“好想你”枣片
也是近些年地方特产营销的成功
典型。通过不断加大品牌宣传，走
出去在全国开连锁店，好想你枣
业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成为国内红
枣制品种类最多、规模最大的红
枣加工企业，并于2011年5月20日
在深交所中小板成功挂牌上市。

为了打破山东特产的营销僵
局，我省旅游等部门去年包装地
方特产推出了“山东三珍”——— 阿
胶、海带和胶东参。山东师范大学
旅游系教授何佳梅认为，山东推
出“三珍”品牌是一种积极的探索
和尝试，这种由政府驱动的“造品
牌”运动也能取得一定积极成果。

同时，山东还需要建立更大
的特产商品销售平台。“具体而
言，要更新观念，强化政府引导作
用，制定和实施优惠扶持政策，从
根本上改变特产丰富却品牌乏力
的格局。要把山东特产做出档次
来，文化内涵挖掘出来，这样才能
叫响全国。”何佳梅表示。

多数画地为牢 舍弃省外市场

山东特产走出去
缺的只是渠道？
本报记者 杨传忠 实习生 李静

以“好客山东，
特产荟萃”为主题的
2012(第二届)北京“山
东商品大集”3月在北
京开幕，涉及特色食
品、非遗产品、工艺
品、纺织品等八大类
1300多个品种的山东
特产，不少参展企业
原本10天的备货不到
一天就被“抢”完了。

热闹的特产大
集背后，还有一连串
对山东特产出路的
冷思考。在省外很受
欢迎的山东特产，平
时却很少出省，甚至
没有自己的销售渠
道。画地为牢，让一
些山东特产的路越
走越窄，发展成为全
国性品牌的可谓凤
毛麟角。如何将山东
特产进一步发扬光
大，叫响全国，已经
是一个亟须探讨解
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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