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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在追求“地标”的路上走得艰辛；一些在追求到手之后走得迷茫

“地标产品”们的保卫战

从2009年6月14日，青州市“青州
银瓜”成功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后，截至2012年2月，潍坊市26种产品
成功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山东
省内，潍坊数量第一。

但在这个数字背后，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的成功注册却迟迟没有迎
来想象中的潜力。另一方面，名气日
盛的地标产品开始遇到“傍牌”的困
扰，但它们的反击却显得力不从心。

本报记者 赵松刚

“地标牌”打出来的效应

安丘市最南边的一片
丘陵地——— 柘山镇，种植
花生的年代久远。从上世
纪70年代时期，这里的花
生产品就被选为中南海直
供。然而，直到它被陆续
挂 上 “ 绿 色 ” 、 “ 有
机”、“地理标志产品”
的标签以前，很少有外人
知道柘山花生这个名字。

柘山镇政府的高贵峰

告诉记者，镇上有90%以
上的人，都种着花生。适
宜的丘陵地貌，无污染的
水源，久远的花生种植技
术，使这里的花生香、
甜、脆。

但在此之前，这里的
花生并不比其他地方的花
生身价更高。甚至，每到柘
山镇花生收获的季节，当
地的农民会因销路而愁。

“2007年开始，柘山镇
开始努力打花生的牌子，
做各种宣传，搞开发，并成
功地申请了有机食品。”这
是柘山花生的“地标之路”
的开端。

2008年后，柘山花生
又成功申请为“绿色产
品”。2009年，柘山花生
成功申请为地理标志产
品。

每一年，柘山花生的
这个地方产品就会加上一
个重要的砝码，随之，柘
山花生的名气与日俱增。
2011年，第一届柘山花生
节成功在这个小镇上举
行。

“很多外地的客人来
到小镇上，品花生，看样
品，签合同，要是没有有
机、绿色、地理标志产品
这些标签，光凭一张嘴，
恐怕劝不动这些人。还是
一样的地，一样的水，就

是名气大了。”一名当地
的花生加工企业老板说。

柘山镇的下一个目
标，是要将已经成为地理
标志产品的柘山镇花生，
申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名气大了以后，外地人
也来柘山镇卖花生了，还
打着我们的牌子，不申
请，对我们的损失会很
大。”高贵峰说。

“地理标志产品”，
对地方产品的宣传确实拥
有极大的吸引和号召力。

但这种吸引和号召力同时
也引来不少弊端，比如外
地花生的冒充。这个问题
已经引起当地政府的注
意。

注册商标，无疑是保
护本地产品的必然策略，
效果立竿见影，柘山镇政
府的工作人员透露，证明
商标申请已经开始。“在
第二届花生节开幕前，申
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保
护 我 们 自 己 的 花 生 品
牌。”

很多人对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存在着解读误区，
如昌邑的虾、青州的水蜜
桃、潍县的萝卜、安丘大
姜、寿光韭菜等等。一些
人认为，只要是当地出产
的产品，就可挂上当地的
证明商标。

但是，哪怕是诸城丘

陵上刚刚发出的茶叶嫩
芽，即使它的品级上等，
也不能立刻挂上“诸城绿
茶”的品牌。

“诸城产的绿茶”不
一定就是“诸城绿茶”。

“先加入诸城市茶叶
协会成为会员，种植的茶
叶经过协会认可，并在当

地的工商局备案以后，才
真的是诸城绿茶了。”诸
城市茶叶协会会长王景昌
解释，如果不走这些程
序，很难保证茶叶品质，
更难保本地茶叶品牌。

再准确一点讲，“诸
城绿茶”的牌子保得住，
并且日渐盛名，严格的规

范是不能缺少的。
王景昌说，诸城绿茶

的品质茶叶叶片肥厚，味
道浓醇回甘，一些南方茶
叶进入当地市场后，“打
着诸城绿茶的旗号销售，
能够卖到更好的价格。诸
城绿茶被冒充的事情，当
地很多。”

除去外地绿茶的冒充
以外，本地的一些绿茶加
工商也以“不文明”的方

式使用证明商标。记者从
诸城市工商局得知，在保
护诸城绿茶的检查中，当
地所查到的商标侵权，不
少是本地人不按规定使用
“诸城绿茶”商标。

从2010年11月28日，诸
城绿茶成功注册为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以后，诸城绿
茶就为保护这个品牌而努
力。

可是，这种情况却是

难以杜绝的。作为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的诸城绿茶，
其注册的主题为诸城市茶
叶协会，相比一个企业商
标的管理而言，对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的监管，无论
是从规章制度还是从严格
执行的程度上，都有一定
的差距。

更何况，它的使用者
还是整个诸城市的茶农、
茶商。

“对地理标志的保护，
地方缺乏应有的保护意
识。”潍坊市工商局商广科
科长张兴红说，地方注册
证明商标以后，对其价值
的利用不够，对其品牌的
保护也很缺乏。

张兴红告诉记者，虽
然潍坊拥有着全省最多的
26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但在量的基础上，对质的
发挥是不足的。

潍坊市的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注册是从2009年伊始，至
今已经有4年历史，因为起步
较晚，至今还没有诞生一个
著名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
地方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遭
遇侵权的状况屡发，诸如

潍县萝卜、诸城绿茶、安丘
大姜等等品牌，时常遭遇
外来产品“傍牌”情况。但
令人意外的是，类似的维
权举报并不多见。

分析其原因，“农民的
保护商标的意识是淡薄
的。”张兴红说，还有一个
方面是，即使拥有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的地方，甚至

也不知道，拥有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的本地产品，该
如何进行有效地规范，从
而更大的发挥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的作用。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
注册主体不能为个人和企
业，而是具有检验监督能
力的协会、合作社等组织。
这些组织，虽然有效地将
地方产品的优势加以整合
进行发挥，并且具备一定
的监管能力。但是，从规范

地标性产品制度的构建到
监管，明显疲软。

“商标注册成功以后
的后期运作，相关的组织
做得也不够到位。”张兴红
说，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
册成功，不应该是结束，而
是开始，“对商标后期运
作，是所有地方应该关注
的事情。”

但事实似乎并不尽人
意。

这与地标性产品的客观

实际情况，也有一定关系。
“有一些地方的产品，

连注册者本身都很难鉴
定，外地的假冒产品与真
正的本地产品差别在哪
里。”张兴红说，地方对商
标的维权意识不够，确实
有诸多因素影响。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
企业商标的差别，可以比
作一个菜市场和一个大型
超市的差别，两者的监管
难度，可想而知。

“诸城绿茶”的“不等式”

被忽视的“地标保护”

安溪铁观音的启示

2011年底，潍坊市工商局奔赴
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地考察学
习商标工作情况。这次考察的重点
之一，就是学习与借鉴他处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的运行状况。

福建省安溪县是这次考察的
一站。据介绍，安溪铁观音是中国
第一个农产品中国驰名商标的商
标品牌。安溪县对该商标的运用与
管理，使考察团受益匪浅。

张兴红说，安溪对铁观音商标
的宣传很到位，它使消费者形成了
一种共识：只有在包装上印有“安
溪铁观音”证明商标标识的茶叶才
是正宗的安溪铁观音。

另外，“安溪铁观音”商标的管
理制度也更加“苛刻”：当地有《证
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以及《证明
商标组织管理和实施推广工作方

案》等各种约束制度，保证“安溪铁
观音”商标不被滥用。

还有一点值得称道的是，安溪
当地专门设立“安溪铁观音”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打假维权队伍。

在此基础上，潍坊市管理部门
开始思变，“潍坊的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的数量优势有了，现在应该更
加注重质变了，发挥好品牌效应，
把地标优势转变成产业优势、品牌
优势和市场优势。不能浪费了这些
申请下来的商标。让它们发挥应有
的效益”

张兴红说，潍坊现在正在尝试
着一种“公司+商标+基地”的保护
方式，在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基
础上，由当地的公司再申请自我品
牌的商标，两种商标结合，保护本
地的地标产品不受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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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县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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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蜜桃。
诸城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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