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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建设

之五

快评

┬苗华茂

品牌做大做强

质量应放首位

□本报记者 秦雪丽

从原来在南方市场倒卖干海产
品，到目前国内的干海水产品龙头
企业，新海水产集团有限公司一路
走来，经历了由追求质量到追求品
质的发展轨迹。用新海人的话说，品
质就是品牌与质量的完美融合。

“以前，大家都说质量是企业的
生命，我们也曾以此作为经营目标，
但慢慢地我们发现，在抓好产品质
量的基础上，还要注重品牌建设。”
烟台新海水产集团有限公司企划部
部长饶煜对记者说，品牌带来的附
加值是不可估计的。

饶煜介绍，早在2005年，他们便
申请获得了QS食品安全准入证，在
当时算烟台的第一批申报者。

“当时，政府刚刚推出这个举
措，还没有强制实行，公司便果断决
定申报。”饶煜介绍，当时很多企业

不理解，认为新海为什么会花几万
元办理这种可有可无的东西。但实
际上，新海集团在当时的行业内是
迈出了很大一步。

2007年，新海集团开始大力追
求企业品牌建设。

目前，“新海”商标属于山东省
著名商标，2009年，新海即食海参获
评山东名牌产品，2012年，干渍海参
又获评山东名牌产品。公司旗下有
干海产品近200个单品，为更好地打
造各个品系，还注册了海食尚、海参
堂等10多个商标。

饶煜认为，要想把品牌做大，就
要加强企业自身学习。平日里，他们
经常向其他企业学习，哪怕是不同
行业，比如向杰瑞学习流水线的管
理。

在专卖店装修、员工服装颜色
等细节上，他们也非常讲究，从细节
上、在市民的消费中宣传品牌。

一家企业的品牌追逐路
新海水产：看好品牌带来的高附加值

中粮长城葡萄酒（烟台）有限公司技术部（受访者供图）。

中国驰名商标63个、国家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33个、山东名牌产品
177个……透过这一组组沉甸甸的
数字，不难看出近些年来烟台市品
牌建设的喜人成绩。然而金字招牌
揽得越多，肩上的责任也就越重。
品牌是把双刃剑，用好了可为企业
创造出巨大效益，反之，一夜之间
便会一败涂地。

注册一个品牌容易，但将品牌
做大做强，成为中国名牌、世界名
牌，让品牌效应最大化，就不是件
易事。眼下，烟台的一些企业因品
牌而受益，赚得盆满钵满，欣喜之
余，切勿忘记肩上责任之重大。

说起责任有二，先要做到长期
狠抓产品质量、服务质量，而后要
把品牌用好、把品牌用活——— 酒香
不怕巷子深的年代已成历史，即使
拥有再好的品牌，没有人知道，带
不来效益，也等于没有。

今年的央视“3·15”晚会上报
道的苹果手机售后服务、大众汽车
变速箱等问题引起了社会广泛讨
论。这些被认为是世界知名品牌的
大企业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让
人大跌眼镜，品牌之上的光环也随
着问题暴露而大为失色。

三鹿因三聚氰胺事件倾家荡
产，众多奶企深陷泥潭，濒临倒闭。
此事过后，蒙牛和伊利两家奶业巨
头，狠抓产品质量，年年投入巨额
广告宣传费用，重塑品牌在中国奶
业市场中的形象。

……
打品牌、创名牌，最根本的目

的是给拥有品牌的企业带来正能
量，产生正效益。千万不能等到出
了问题，才想起花重金去弥补，到
那时什么都晚了。品牌是舟，质量
是水，只有把质量二字放在首位，
品牌的船才不会倾覆。

中粮长城葡萄酒（烟台）有限公司恒温酒窖（受访者供图）。

经经验验之之谈谈

□本报记者 秦雪丽

中粮葡萄酒>>

得了省长质量奖

销量增长近两成

翻看着刚刚做好的一季度财务
报表，中粮长城葡萄酒(烟台)有限
公司总经理仲惟明脸上堆满笑意。

“在今年整个葡萄酒市场低迷的情
况下，这个销量是很难得的。”原来，
2013年一季度，中粮长城葡萄酒(烟
台)有限公司销量同比增长17%，利
税同比增长14%。

这一成绩的获得，仲惟明说有
公司结构调整、市场渠道扩展等方
面的原因——— 但有一点不可忽略，
那就是“省长质量奖”这一荣誉称号
的助力。

2013年1月11日，山东省省长质
量奖获奖名单出炉，山东共有5家企
业获此殊荣，其中烟台的中粮长城

“榜上”有名，受到业界关注。省内最
高质量奖，在给中粮长城带来至高
荣誉的同时，也带来了真金白金。

“从第一季度的销量来看，山东
市场的增长幅度相比其他市场更
大。”仲惟明说，其中不少客户都是
慕名而来谈合作，这让他们在惊讶
之余，也感受到了品牌潜在价值的
巨大。

同时，他们也深刻感受到了这
一金字招牌的压力。“很多企业在争
创荣誉时都很积极，但往往争到之
后，便撒手不管了。”目前，仲惟明正
针对行业发展，加强自身调整，加强
质量管控及技术水平建设，让这一

“金字招牌”更好地保鲜。

据烟台市质监局统计，2011年，
名牌产品实现销售收入1202 . 49亿
元，占名牌产品生产企业总销售收
入的54 . 47%，分别较2010年同期增
长195 . 31亿元和3 . 25个百分点。

蓬莱葡萄>>

地理标志将增强

产品市场竞争力

近日，蓬莱葡萄、云峰大樱桃、
黑石嘴渔家、牙山黑绒山羊正式获
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截至目
前，烟台共有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33件。据介绍，通过申请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可有效保护优质特色产
品、促进特色行业发展。

以蓬莱葡萄为例：蓬莱的自然
环境，非常适合葡萄种植。过去，由
于管理模式粗放，葡萄种植无统一
标准和技术规程，既影响了葡萄质
量，又影响了葡萄酒的品质。近年
来，蓬莱产区吸取国内外葡萄种植
的先进经验，并结合自身特点，在品
牌推广等方面，不断探索完善，逐步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蓬莱模式”。

蓬莱市葡萄与葡萄酒局一位负
责人介绍，据他们调查了解，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产品比同类产品价格普
遍高出20%-90%，已经成为特色农
产品和传统产业拓展市场、走市场
化经营之路的一块“金字招牌”，隐
含着巨大的经济潜能和市场竞争
力，对农业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其他
农副产品商标无法比拟的。

目前，蓬莱葡萄种植业遍布全
市的10个镇街，涉及到4万多农户。

“国家地理标志的获得，对蓬莱葡萄
酒行业的发展是个很大提升。”

品牌带来的“真金白银”
企业销量上去了，农产品更值钱了

经经济济账账

从最初两家

发展到72家
仲惟明1999年来到烟台，当时

蓬莱尽管拥有“世界七大葡萄海
岸之一”的地理优势，但葡萄酒业
的发展走得有些迟缓，整个蓬莱
只有两家葡萄酒厂，年产量4000-
5000吨，大部分是生产技术较为低
端原始的甜葡萄酒。

中粮长城的入驻，给了蓬莱
一个惊喜，在带来先进的酿酒设
备、基地建设模式、管理技术等
方面的同时，也给蓬莱葡萄酒行
业注入了新鲜血液。也就是从那
时期，蓬莱开始热闹起来，得天
独厚的自然条件引来一拨一拨
的投资商。

14年过去，在仲惟明看来，蓬
莱的葡萄酒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不仅企业数量从原来的
两三家增长到目前的72家，产业
发展也更为规范，在种植技术、生
产加工、酒庄酒的特性、品牌争创
等方面都非常讲究，水平也越来
越高。

国际顶级酒商

就在家门口
2012年3月11日，由国际顶级葡

萄酒企业法国罗斯柴尔德男爵拉
菲集团投资的拉菲酒庄项目在山东
蓬莱正式开工建设。这意味着拉菲
集团在中国15年的种植基地考察正
式结束，蓬莱成为继阿根廷、智利
之后，全球第三、亚洲唯一的拉菲
生产基地。随着一批知名企业的入
驻，蓬莱产区的优势也日益明显。

“国际顶尖葡萄酒商就在家门
口，除非你不想学，想学都能学。”
仲惟明笑着说，知名企业的入驻，也
给葡萄酒商家提供了更多交流学习
的机会，政府也经常组织一些中国
专家、法国专家一起探讨学习。

蓬莱市葡萄与葡萄酒局一位
负责人介绍，品牌是企业发展的核
心竞争力，也是蓬莱葡萄和葡萄酒
产业“百年立市”的支柱。为培植壮
大葡萄酒生产企业，蓬莱制订一系
列鼓励争创名牌产品和驰名商标
的措施，鼓励企业争创名牌、独立
发展，努力实现由“做酒”到“创

牌”的转变。

力争成为首批

示范产业集群
截止到2012年年底，蓬莱市已

拥有优质酿酒葡萄基地16 . 8万亩，
葡萄酒生产企业72家，实现销售收
入30亿元。酒商的云集，也使蓬莱
产区的产业链更为完善，除了葡萄
酒商，酒瓶、橡木塞、印刷等配套产
业逐渐完善，形成了“蓬莱产区”的
区域文化。

蓬莱工商局一位工作人员介
绍，目前蓬莱全市72家葡萄酒企
业拥有注册商标942件，占蓬莱全
市注册商标总量的34 . 3%，蓬莱葡
萄酒行业驰名商标2件，占蓬莱全
市驰名商标总量的33 . 3%，著名商
标7件，占总量的21 . 9%，商标产业
集群优势非常明显。

该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蓬莱
工商局正在调研汇总情况，争取
省、市工商局支持，正式申报葡萄
与葡萄酒产业为省级商标战略示
范产业集群，力争成为第一批被
认定的示范产业集群。

一位老总眼中的产区
品牌云集，蓬莱葡萄酒产业集群优势明显

□本报记者 秦雪丽

谈到蓬莱葡萄酒行业的发展，中粮长城葡萄酒(烟台)有限公司
总经理仲惟明感慨万千，从1999年在蓬莱建厂投产，14年过去，仲惟
明见证了蓬莱葡萄酒行业从单调到丰富的成长历程。

集集群群效效应应

企业对品牌建设的重视
也经过了一个过程。“别看现
在，企业对品牌建设都非常
积极踊跃，但在六七年前，是
另外一种样子。”烟台市质监
局质量科科长李福玉介绍，
2007年，很多企业只闷头注
重生产，认为只要生产的产
品好卖就行，能带来效益就
好，对建立品牌的概念比较
薄弱。

李福玉介绍，按照相关
规定，申报“山东名牌产品”
这一金字招牌，是不收任何

费用的。“尽管不收钱，一些
企业还是嫌麻烦。”

近年来，随着政府宣
传力度的加大，企业对品
牌建设的重视度也有了很
大提高，由过去的没人申
报到现在的争先恐后。“申
报比例提高了很多。”李福
玉说，以2012年为例，申报
山东名牌产品的数量有107

个，76个产品入围，其中新
增34个产品，剩下的都是复
评产品。

本报记者 秦雪丽

从无人申报

到争先恐后

好好现现象象

□本报记者 秦雪丽
qlwbqxl@vip. 163 .com

品牌是企业的形象，是
企业软实力的象征，对企业
的发展有极大的拉动提升
作用。近年来，烟台不断加

强品牌建设、质量强市建
设。

日前，市政府出台相关
意见，部署质量强市工作：
发挥品牌带动战略，培育一
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与核
心竞争力的品牌产品和品

牌企业；发挥品牌引领带动
作用，加快传统产业升级、
新兴产业壮大，推动产业集
聚发展。预计到2015年，在原
来基础上，新创建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10个、中国驰
名商标60件、山东名牌产品

200个、山东省著名商标400
件。

据介绍，品牌建设对中
小民营企业的发展尤为重
要，许多民营企业凭借品牌
的打造，获得了更多的市场
份额和占有率。

部分品牌

成了摆设

坏坏现现象象

烟台的“金字招牌”很多，
却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一些
企业对品牌的使用率不高，有
的甚至束之高阁，没有充分发
挥名牌这一无形资产的作用，
对名牌既不宣传，也不在包装
上标注，失去了创名牌的意
义。

2012年，烟台市质监局质
量科曾做过一次《关于烟台实
施名牌战略情况的调研报
告》，报告显示：烟台市168个
山东名牌产品中有45个仍未

使用山东名牌专用标志，31家
企业未对获得山东名牌情况
做宣传。

从调研情况来看，烟台
多数企业为中小型企业，普
遍存在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缺乏核心技术、产品附加值
较低、名牌后续资源不足等
问题；部分名牌企业则存在
品牌建设基础不牢、管理和
技术创新工作滞后、品牌优
势不突出等问题。

本报记者 秦雪丽

山东名牌产品177个

省长质量奖4个

山东省服务名牌70个

中国驰名商标63件

国家地理标志商标33个

制图：夏坤

烟台目前的品牌建设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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