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冯荣达 ■美编/组版：王小涵城事·调查B12 ■2012年6月20日 星期三

今日烟台

格“烟台大樱桃品牌路该咋走”追踪

糖度不达标，不让往外卖
张格庄千亩樱桃园实行“统一化”管理，果实的“五度”都有标准
本报记者 孙芳芳 赵伟

街头大樱桃的包装盒很简单。 赵伟 摄

烟台大樱桃品牌该
如何建设？其实，在张格
庄镇就有一些对品牌推
广得非常成功的果园。该
镇台上村有上千亩樱桃，
由于口碑好，“不出家门
就卖完了，而且价格比市
场 上 普 通 樱 桃 价 格 要
高。”他们的樱桃是咋运
作的？

果农啥时候摘果

公司说了算

台上村的棒师傅樱
桃园里共栽植樱桃30亩，
采用有机栽培的方式，产
出的樱桃果品为有机果
品。同时，在政府的支持
下走“企业+农户”合作的
路子。这种模式带动了张
格庄镇台上村 1 0 0 0亩樱
桃园的发展。

“企业对农户起一个
带动示范的作用，双方之
间 是 指 导 与 合 作 的 关
系。”棒师傅樱桃园总工
程师杨杰说，目前合作社
内有200多家农户。

杨杰说，合作社会定
期对果农进行技术方面
的培训，包括施肥、用药、
修剪等各个方面。

企业还打造了一条
樱桃从生产到销售的产

业链。“樱桃种植、采摘、
保鲜、运输都通过公司化
的形式运营。”杨杰说，公
司化的操作模式有效避
免了果农散户在种植以
及销售等各个环节的不
规范，对于塑造烟台大樱
桃的统一形象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

糖度、着色度

都有统一标准

目前市场上烟台大
樱桃甜度不够的现状，杨
杰认为，与果农提前采摘
有很大关系。“提前采摘
上市，卖的价格肯定要比
大量上市的时候高一些，
在利益的驱使下，果农可
能就会忽视糖度问题。”

杨杰说，在“企业+农
户”的模式下，这种情况
就可以有效避免。“在我
们的体系内，樱桃的施肥
用药情况、修剪技术方面
以及樱桃的采收时间都
有统一化的管理。”

“我们的产品在销售
的时候统一在包装盒上
打出‘棒师傅’的商标。”
杨杰说，棒师傅大樱桃提
出了“五度领先”概念，只
有糖度、硬度、温度、湿
度、着色度达到了统一的

标准，才能打出“棒师傅”
的商标销售。

具体的“五度”标准
是：“糖度在12度以上，硬
度保持在12个单位，产品
温度在20度以下，储藏湿
度在65%以上，着色度则
要求全色。”

千亩大樱桃

不出家门就卖完

统一管理下生产出
来的大樱桃，逐渐实现了
糖度、硬度、温度、湿度、
着色度等各方面的统一，
而台上村大樱桃也逐渐
赢得了各地果商的好评。

“台上村有上千亩大
樱桃，口碑好所以销路
好，果农不出门，果商上
门收购。”杨杰说，不光
是销路好，台上村的大樱
桃比市场销售的普通大
樱桃每斤也要高出几毛
钱。

谈到烟台大樱桃的
品牌塑造，杨杰认为，要
想把烟台大樱桃品牌做
大做强，还需要规模化生
产。“企业+农户是一个有
前途的模式，现在企业需
要做的就是进一步与果
农实现密切配合，与他们
互相合作和适应。”

本报6月19日C11版以《烟台大樱桃品牌路该咋走》为题，对烟
台大樱桃发展面临的尴尬情况进行报道，引起了市民及业内人士
的广泛关注。如何打造烟台大樱桃品牌？19日，记者采访了多名业
内专家，一起为烟台大樱桃品牌发展建言献策。

专家把脉烟台大樱桃品牌建设

不光要种好，还得吆喝好

单打独斗的果农

要联合起来

“要想打造烟台大
樱桃品牌，品质首先要
有保证。”19日，栖霞市金
农果蔬合作社社长刘洪
民说，由于现在烟台的
樱桃种植大多以散户为
主，缺少专家指导，为求
高产量，所施用的化肥
多、有机肥少，土壤酸化
严重，使得樱桃口感越
来越差。

“樱桃品质是打响
品牌的重要保证，如果
品质都没了，品牌从何
谈起？”刘洪民建议，现
在果农单打独斗已经成
不了什么气候，可以联
合多户成立合作社，甚
至五六户成立一个联合
体来管理，政府相关部
门加强技术指导，真正
提升大樱桃的品质。

集中精力

打造优势品牌

“品种太多太杂，别
说外地人，恐怕本地人
都没几个能分得清的。”
烟台大学经济与工商管
理学院管理学博士李海
廷说，要解决这个问题，
最 好 重 点 推 出 优 势 品
种，选择几种市场反响
好的樱桃品种进行分类
定位管理。然后，针对不
同樱桃品种特点再进行
分类宣传。

在这一点上，李文廷
认为，“张裕”品牌的策略

值得借鉴。“张裕公司在
统一宣传‘张裕’品牌名
称的同时，针对不同葡萄
酒级别、种类再进行个别
宣传，分出‘优选级’、‘特
选级’、‘大师级’等不同
等级。如果烟台大樱桃也
能借鉴这种品牌宣传策
略，既能整体上扩大品牌
知名度，又能使消费者根
据各自偏好挑选自己喜
欢的樱桃品种。”

李文廷说，不管是政
府还是企业，在宣传时，

“都要集中精力重点打造
优势品牌，过多过杂的品
牌 反 而 不 容 易 让 人 记
住。”

统一管理、宣传

设立品牌销售点

“建议采用公司化运
作，发挥行业协会的作
用。”李文廷认为果农分
散、种植规模小、粗放式
管理等，是阻碍烟台大樱
桃品牌建设的一个重要
因素。

“对松散的种植户或
小公司整合，实行标准化
生产、管理、销售。”李文
廷建议，对烟台大樱桃品
牌统一管理、统一宣传，
在广告宣传、产品包装，
以及销售渠道方面进行
升级管理。

李文廷认为，在销售
上也要结束地摊销售等
低端分销渠道形式，向高
端化、有序化发展。

“大樱桃不光要种得
好，还得吆喝得好。”刘洪

民建议，现在的一些品牌
种植合作社，可以在政府
等部门授权下，在一些城
市设立自己的品牌大樱
桃销售点，授权他们或者
自己派人专门来销售自
己品牌的大樱桃。

品牌包装

要体现文化特色

“要想打品牌，大樱
桃的品牌包装显得尤为
重要。”中国农业大学烟
台校区果树专业宫教授
称，打造大樱桃品牌，就
应该从包装上下手，设计
出属于自己品牌的包装
盒，不做三无产品，更要
在包装上印有自己的品
牌、生产单位、单位地址、
果园地址、具体的座机电
话等。

金农果蔬合作社社
长刘洪民还称，塑造品
牌，不能只是简单地销
售大樱桃，还应让更多
人知道烟台大樱桃背后
的 文 化 。刘 洪 民 介 绍 ，
2007年，他拍摄了烟台大
樱桃生产基地生态环境
和樱桃文化电视片，放
在每一箱樱桃里，当年
发行了上万张，广州、深
圳等地消费者不仅吃到
了大樱桃，还欣赏到了
大樱桃背后丰富的文化
传说。“就算他们没有到
过这个城市，也对我们
品牌的大樱桃有了深刻
印象，对烟台大樱桃品
牌推广也起到了推动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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