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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差距

阳澄湖蟹稳坐老大

品牌打造很踏实

山东黄河口大闸蟹有限公
司总经理高吉存介绍，2015年
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
评估结果显示，作为山东渔业
十大品牌之一的黄河口大闸
蟹品牌价值16 . 3亿元，再次蝉
联“中国十大名蟹”称号。高吉
存表示，现在的主要目标是做
大做强黄河口大闸蟹的品牌，
但目标却是争第二第三，始终
未曾撼动阳澄湖大闸蟹老大
的地位，这背后是阳澄湖大闸
蟹领先的品牌意识和踏实的
品牌打造。

广东商学院流通经济研
究所所长王先庆曾说，阳澄
湖大闸蟹在红火之前，当地
政 府 已 经 联 合 当 地 养 殖 企
业、经销商耐心培育了五六
年的品牌。

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
业协会理事鲍建华告诉记者，
2000年左右，苏州市政府出钱
在央视七套打了阳澄湖大闸
蟹的广告。这让阳澄湖大闸蟹
销量大涨，优质品价格从前一
年的每斤150元—180元涨了
一倍。鲍建华记得当年只要有
货，什么价都能卖出去。后来
几家养殖企业合作成立苏州
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大
家合伙在全国各地做推广。
2004—2005年间，协会来到北
京、杭州等地找京东、天猫办
推介会。这番努力让阳澄湖大
闸蟹的销量又翻了一番。岸上
水池大闸蟹养殖面积扩大了
三四倍。

此后，协会一路扩张，目前
有了300多个会员企业，每个会
员有一到两个阳澄湖大闸蟹品
牌。后来，政府的投入少了很
多，阳澄湖大闸蟹的推广任务
主要落在了协会身上，每年都
会到各大城市做推广。

规模差距
虽已有合作社
但带头作用不大

高吉存介绍，从2006年开
始，东营市政府开始对黄河口大
闸蟹进行推介宣传，从管理等各
方面来学习阳澄湖宣传大闸蟹
的方法，但阳澄湖大闸蟹有20多
年的运作，其他品牌的大闸蟹从
文化底蕴、管理方式上与之都有
差距。无独有偶，从2004年起，微
山县委县政府联合渔业部门就
开始率领实力商家，到北京、武
汉、西安等各大城市推广微山湖
渔业品牌。2012年，微山县政府
出面，从私人手中收购“微山湖”
商标，并注册“微山湖大闸蟹”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

做品牌不易，微山县渔业
综合管理委员会总工程师张保
彦深有体会，现在微山湖大闸
蟹也在做品牌，主要是政府花
钱，企业跟进。微山县渔业协会
注册的微山湖大闸蟹品牌，企
业只要产品达到质量，可以用
这个品牌，协会方面发防伪标
志。高吉存介绍，东营也有专门
的黄河口大闸蟹产业协会，品
牌的所有权在协会，现在协会
内有一百多家成员，在申请后
可以使用黄河口大闸蟹品牌。

但是与阳澄湖的品牌相
比，已经晚了不少，在速度上也
慢了不少，张保彦表示，微山湖
本地很多养殖户不注重品牌这
个东西，许多养殖户在中秋节

之前把自家养的大闸蟹卖掉
了，这个时候的大闸蟹不管是
口感还是营养都不好，而这个
时候来收购大闸蟹的很多都是
南方的客商，他们收购之后，把
大闸蟹养在池塘、湖泊里，养一
段时间，等到中秋之后，大闸蟹
成熟了，再卖到市场上，贴上他
们自己的品牌，不少阳澄湖大
闸蟹就是这么来的。对此，微山
县最早的养蟹人、猛进村村支部
书记闫成武也感触颇深，在以往
没有品牌支撑的传统销售渠道
中，微山湖大闸蟹的养殖户处于
最底层的生产端。

“阳澄湖大闸蟹模式值得
学习，但我们不能只追着人家
跑，要有自己的发展思路和模
式。”张保彦坦言，现在“品牌保
卫战”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政
府极力“搭台”，却缺乏好企业来

“唱戏”。“微山虽有多年的养殖
基础，家家户户都以捕鱼养殖为
生，但传统家庭养殖户学历低、
目光浅，不懂品牌概念，这时就
需要一个明白的带头人。”张保
彦说，虽然每个养殖集中村镇都
有专业合作社，但大多数合作社
的领头人都是从没出过渔村的
长者。没有经营和管理的思维，
合作社的带头作用微乎其微。

蟹苗差距
自己做育苗
才能掌握主动权

鲜为人知的是，微山湖大
闸蟹和阳澄湖大闸蟹同祖同

宗，只是养殖水域不同，导致命
运迥异。每年，蟹农们到江苏几
地购买蟹苗，再运回微山湖养
殖，长途运输再加上“水土不
服”，每年运回的蟹苗，成活率
只有一半。

早在2014年，闫成武成立
的湖韵养殖合作社就开始尝试
自己做二级育苗，现在育苗基
地里有5万斤蟹苗，既能满足合
作社的养殖需求，同时还能销
售给区域内其他养殖户。在闫
成武看来，只有从蟹苗上掌握
主动权，极早适应微山湖水域，
才能保证质量，从而维护微山
湖大闸蟹品牌。

“以前去购买蟹苗，全程需
要监督，生怕质量不好，影响以
后成长和销售。”在舜源合作社，
从老板张清义到从阳澄湖当地
聘请的螃蟹养殖专家李明都有
自己做育苗的想法。

这几年，微山县气候较为
干旱，水往下渗透速度很快，每
天工人都需要给池塘加水。除了
育苗，合作社还准备深挖池塘，
缓解水源下渗问题。听说这个想
法，张保彦也给出了建议，池塘
底部不要修建成平的，而是多挖
几道沟，这样干旱时，螃蟹也有
喜欢的地方停留。

蟹苗质量保证了，养殖程
序也不能松懈。微山县现有十
余个大型合作社，包括湖韵和
舜源合作社在内，今后要做的
都是把控养殖过程。“我们打
算给成员下通知，采取统一购
苗、统一技术指导、统一销售
的方式，保证微山湖大闸蟹品
牌质量。”合作社负责人都很
自信，他们的做法与京东商城
京东生鲜事业部海鲜水产品
类负责人严青的观点不谋而
合，阳澄湖的大闸蟹之所以受
到全民热捧，一个重要方面来
自规范化，阳澄湖品牌是目前
大闸蟹品牌中最早成立自己
的协会的，通过协会及协会理
事单位的统一管理，对产品的
品质、市场价格进行规范，从
而保证其常年的稳定性，赢得
了更多的市场好评。

严青建议，山东的大闸蟹

要想被更多的消费者所熟知，稳
定的品质及规模化生产必不可
缺，只有让产品保证在每一年均
拥有稳定的品质，并具有大范围
复制、销售的能力，才有可能在
消费者心目中形成长期、持续有
效的口碑，从而被熟记。

触网差距
借助电商覆盖能力
区域特色更易打造

“在2012年之前，公司的黄
河口大闸蟹主要走高端路线，像
专营店的礼盒、酒店餐饮等。虽
然近几年大闸蟹开始被端上百
姓的餐桌，但因整体价格偏高，
绝大部分还是浅尝辄止。”对于
景明水产项目部经理孙涛的说
法，东营市玉峰水产有限公司总
经理李玉峰有同样的感受。

李玉峰说，公司通过第三
方平台在网上铺设连锁店，进
行宣传，大闸蟹直接从田间地
头爬向老百姓的餐桌，品质没
有变，减少的是实体店面租金、
人员工资等成本，这也是“高
冷”的大闸蟹走向大众餐桌的
重要原因。李玉峰说，公司尝试
建立物联网平台，这样顾客可
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食品安全
质量追溯，从公司到下设店铺，
再到大闸蟹养殖过程及水质、
药残数据都可以看到。高吉存
介绍，山东黄河口大闸蟹有限
公司销售也从线下逐步向线上
转，而且为了保证大闸蟹的鲜
活，公司还专门建立了自己的
物流配送体系，在东营、北京、
上海设立三个配送中心，方便
消费者提货，并向消费者保证，
死亡一只，赔偿一只。

拥抱互联网或许是山东本
土大闸蟹实现反超的途径之
一，严青告诉记者，目前京东平
台销售的大闸蟹还是以阳澄湖
的为主，占据了大部分的销
量。等到山东的大闸蟹在品
质、规模、价格上均有了标准、
规范，再借助大电商平台强大
的覆盖能力及流量优势，相信
经过2-3年的积累，是可以很
好地打出自己的区域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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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营市垦利区永安镇道路两边，随处可见出售大闸蟹的店铺。

本报记者 任小杰 摄

黄河口大闸蟹按照重量规格不同，被分别装袋。 本报记者 任小杰 摄

虽然，山东本地生产的大闸蟹，营养价值、口感等方面并不比阳澄湖大闸蟹差，但在品牌影响力上，目标却只能是争个个第二第三，阳澄湖大闸蟹第
一的地位难以撼动。近些年来，黄河口大闸蟹、微山湖大闸蟹在产品质量、品牌建设之路上也下足了工夫，但要力求突突围仍需补齐四短板。

■“蟹斗”·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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