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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不够档次、品种又多又杂、是酸是甜得碰运气……

烟台大樱桃品牌路该咋走
统筹 苗华茂 本报记者 孙芳芳 赵伟

时下正是烟台露天大樱
桃上市时节，不少来烟台的
外地人都想带回一两箱烟台
本地大樱桃给家里人尝尝
鲜。然而，不少外地客发现，
樱桃包装上几乎千篇一律写
着“烟台大樱桃”，从中不仅
分不出真假，就连樱桃是啥
品种也看不出。记者调查了
解到，响当当的烟台大樱桃
品牌很少，如何打造、推广本
地樱桃品牌，成了当前一个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尴尬1 包装不上档次，感觉拿不出手
“到烟台出差一个周，

正好赶上大樱桃成熟的时
候，就想着带点回去给同事
们尝尝。”张迁是个地道的
河北人，前几天被公司派来
烟台出差，在烟台这段时间
他可是过足了嘴瘾，现在要
回公司了，就想给同事带点
地道的烟台大樱桃尝尝鲜。

然而，他在市场上找了
一圈却发现，大部分樱桃包

装都很简单，摊贩基本上都
是用印着“烟台大樱桃”的
盒子来装。“这包装一看就
不上档次，而且根本就不知
道买的是不是正宗的烟台
本地大樱桃。”

在烟台汽车总站，去往
青岛的乘客张信宁拎了两
箱大樱桃正在等车。他说，
这两箱樱桃是早上刚从市
场上买的，打算回去孝敬岳

父岳母。
“包装太简陋了，随便

找个印着‘烟台大樱桃’的
盒子装上，就号称是烟台本
地大樱桃，花了钱也让人心
里不信服！”张信宁说，这两
箱樱桃花了他200多块，但
生怕岳父岳母看不出它的
价值。

在火车站，正等车去东
北的周宏也说，第一次买烟

台大樱桃送领导，特别买了
价格高的，但这么包装后，和
几块钱的大樱桃也没啥区
别，再好的樱桃品种也没了
身份，感觉有点拿不出手。

火车站的工作人员说，
这些纸箱子包装简单，也不
方便坐车的人携带，有乘客
在携带时，盒子不结实，一
下子裂开，樱桃撒了一地，
很尴尬。

尴尬2 品种又多又杂，内行也难分清
除了包装上的混乱和

不上档次外，品种杂乱也让
不少外地人头疼。

“像我们外地人哪能分
清什么品种啊，人家说什么
就是什么。”去往江西的邹
凯正在火车站附近一个摊
点处买樱桃，第一次到烟台
出差的他，打算带两箱烟台

本地大樱桃回去给家人尝
尝，可是到底该选什么品种
让他犯了愁。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不
少摊位在出售不同品种的
樱桃时通常只报价格，不会
主动报品种。“说了品种，一
般人也不知道。”火车站附
近一位摊主说，不光顾客分

不清，有的卖樱桃的摊主也
分不清卖的到底是啥品种。

据了解，烟台本地大樱
桃包括早、中、晚熟三大品
种，主要有红灯、美早、早大
果、萨米脱、先锋、拉宾斯、雷
尼等十几个品种。但是，在市
场上销售时，不论什么品种，
所有的樱桃都被统一装在一

个印有“烟台大樱桃”的盒子
里。从盒子的外观上，无从辨
别大樱桃的品种。

“别说外地人，就连我
这个整天和樱桃打交道的
本地人都很难分得清！”
常年从事张格庄大樱桃批
发销售生意的靳坤鑫感慨
地说。

尴尬3 没有糖度指标，是酸是甜得碰运气
不少外地人购买烟台

露天大樱桃时，不光弄不清
品种，就连樱桃的口味变化
也摸不着头脑。

来自济南的张先生在
烟台挑选某一品种的樱桃
时，先尝了一个，感觉非常
甜，就买了200多块钱的，没
想到，拿回济南分给亲朋好
友们尝过后，他们都反映，里

面有些吃起来酸味很大，有
些水分很多，没大有甜味。

这令张先生感到迷惑。
“会不会掺杂了其他品种的
樱桃？摊主只说保证很甜，
但具体这个甜度是多少，摊
主也说不清楚。”

一些经常买樱桃吃的
市民也称，现在烟台大樱桃
不管啥品种都混在一起卖，

糖度是多少也不清楚，让人
很难选择。

“起码每个品种的樱桃
含糖度是多少得有个数，我
们买起来心里也有数。”一
些市民建议。

做了多年樱桃批发生
意的张明说，除自然原因
外，一些果农为了提前上市
卖个好价钱，或考虑到运输

的需要，樱桃还没熟就开始
提前采摘，造成了樱桃酸甜
不均的情况。一些大城市的
超市内，销售的水果已经开
始标注糖度，这也是提升品
牌的一种方式。但现在烟台
大樱桃连品种都辨识不清，
更别说标注糖度了，这也是
烟台大樱桃品牌推广需要
解决的一个难题。

格品牌之困

真正叫得响的

大樱桃品牌没几个
根据国家统计局烟

台调查队的调查数据，烟
台大樱桃种植业发展迅
速，2011年大樱桃种植面
积已经超过35万亩，年产
量14余万吨，规模和产量
均居全国首位。但是响当
当的品牌，却没几个。

近年来，张格庄镇着
力打造绿色、无公害大樱
桃品牌，已引进、推广新
优品种20多个、新技术10

多项，无公害生产技术覆
盖率达100%，注册了“张
格庄”、“老靳家”、“瑶玉”
3个大樱桃商标，其中“张
格庄”牌大樱桃通过国家
绿色食品或无公害食品
认证，张格庄镇成为中国
大樱桃第一镇，也是全国
最大的大樱桃集散地。

“虽然都叫烟台大樱

桃，但是真正叫得响的品
牌还真没几个。”靳坤鑫
告诉记者，目前市场上出
售的大樱桃大都打着烟
台的招牌，但是缺少让人
记得住的品牌。“一提起
凉茶，人家就会想到王老
吉，但是提起烟台大樱
桃，就很难让人在脑海中
立即想起哪个品牌来。”

烟台大樱桃协会会
长张福兴介绍，目前烟台
市场上的大樱桃品种分
早中晚等多个系列，市场
上普遍种植的有红灯、意
大利早红、先锋等十几个
品种。在管理上，大都是
果农分散粗放式管理。张
福兴认为，大樱桃品种
杂、果农分散管理是烟台
大樱桃品牌打得不够响
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 少 大 樱 桃 行 业
的专业人士认为，打造
烟 台 大 樱 桃 的 品 牌 迫
在 眉 睫 。对 此 ，专 家 也
给出了建议。国家统计
局 烟 台 调 查 队 的 报 告
认为，烟台大樱桃生产
缺 乏 农 民 合 作 组 织 带
头 人 。不 管 是 开 拓 市
场，发展加工、储藏，还

是延长大樱桃产业链，
以 一 家 一 户 为 生 产 单
位 的 广 大 农 民 不 具 备
相应的实力。

“烟台的大樱桃之
所以品牌少，主要是因
为果农分散、种植规模
小 、管 理 粗 放 。在 中 国
一 家 一 户 的 农 业 生 产
中，小户的任务就是种

植 、栽 培 ，而 生 产 出 来
的农产品如何销售，则
应 该 由 另 一 个 部 门 来
完成。这恰恰是目前我
国农业发展的弱项，也
是 烟 台 大 樱 桃 销 售 中
的瓶颈。”专家认为，对
大樱桃产业来说，发展
切 实 有 效 的 专 业 农 民
合作组织势在必行。

走标准化道路，重点打造优势品种
“既然要打品牌，那

么至少在个头、色泽上要
统一，这就需要田间管
理、浇水、施肥等环节实
现规范化、标准化。”鲁东
大学商学院博士邓兆武
认为，要想打造烟台大樱
桃品牌，还要走标准化之
路。“不同品种之间要有
区分，重点打造优势品

种，就像一提起烟台苹
果，别人就会想到红富士
一样，烟台大樱桃也需要
打造出优势品种。”

邓兆武称，生产环节
实现标准化以后，在销售
环节也要注重打造品牌。

“不能简单地打上‘烟台大
樱桃’的字样就算了事，一
来不上档次，二来缺乏辨

识度，哪里的樱桃都可以
往这个箱子里装。”

邓兆武认为，烟台大
樱桃要走品牌化道路，还
需要在包装上下功夫。

“包装盒上要有商标、生
产厂家、地址、联系方式
等，一方面打出知名度，
另一方面也让购买大樱
桃的消费者心里有底。”

格他山之石

大泽山葡萄

实施标准化生产
大泽山镇是“全国鲜食

葡萄第一镇”，种植面积3万
亩，拥有300个品种，年产葡
萄5000万公斤。大泽山葡萄
是如何打造自己的品牌的？
18日，记者采访了青岛高氏
葡萄种植庄园有限公司总
经理高竹亭。

6年前，当地企业家高
竹亭承包了泽山湖东南岸
的菩山约200亩山峦薄地，成
立了高氏葡萄种植庄园有限
公司，经过深挖平整土地，先
后栽种了“玫瑰香”、“巨峰”等
10多种葡萄。

一株葡萄长多少穗、每
穗葡萄大概多重、一亩土地
产出多少斤葡萄，这些在高
竹亭的葡萄园里都是有标准
的。“走的就是高端路线，和普
通种植的葡萄相比有很高的
辨识度。”高竹亭说，在他的葡
萄庄园里都是标准化方式生
产出来的有机葡萄。

市民坐火车带的樱桃大部分都是简单
包装。 赵伟 摄

◎纵深◎
格如何破解

着眼销售环节，发展农民合作组织

街街头头大大樱樱桃桃使使用用的的包包装装盒盒简简单单雷雷同同。。 赵赵伟伟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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