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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思雨

随着消费者对高品质生活的追

求，地理标志产品以其独特的风味和

优秀的品质，成为消费者的新宠。近

年来，各地加大对地理标志产品的保

护力度，通过品牌建设、市场推广等，有

效提升地理标志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激

发消费市场活力。

感受高品质产品

地理标志产品通过确保制造过程中所

使用的原材料、加工工艺、特定产区等条件，

为消费者提供地道风味和品质保证，从而提

升了产品的整体品质和信誉。

今年霜降过后，又到了柿子丰收的时

节。来自江苏的消费者鲍妮前不久从盒马

平台购买了一盒富平柿饼，她说：“最早看到

有博主自己在家做富平柿饼，出于好奇买来

尝尝，确实很好吃，后来复购了好几次。”

凭借外形美观、味道香甜、营养丰富的

优势，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不仅是世界闻名

的柿子优势产区，其生产加工的富平柿饼也

成功入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走进富平县华丽柿子专业合作社，剪

把、打花、削皮、吊挂⋯⋯经过一系列工序

后，一串串尖柿被送进晾晒棚，丰收的喜悦

伴随着柿子的香甜弥漫在空气中。

“我们的产品获批地理标志产品后，受

到更多消费者认可，销路也进一步扩大。”华

丽柿子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石华丽表示，近年

来，富平县全力打造“富平柿饼 甜蜜中国”

品牌，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动柿子产

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

石华丽介绍，为了顺应市场需求，合作

社先后经历了 3 次扩建。除了晾晒棚、加工

包装车间、库房、冷冻冷藏库等，合作社还配

有化验室和新产品研发室。同时，选用有机

柿子搭配传统工艺加工出的柿饼无论是口

感还是外观都非常独特，能够充分满足消费

者对绿色健康饮食的需求。

“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是制作富平柿饼的

原材料尖柿，用富平尖柿做出来的柿饼软糯

香甜、入口即化。”合作社主播王养娟正在直

播带货。“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卖七八十单，

直播间里的一位东北消费者回购率特别高，

还介绍了不少身边的朋友来购买柿饼。”王

养娟说。

为充分释放电商销售活力，富平县与抖

音平台联合运营电商大厦，与陕西直播产

业研究院联合设立实训基地，培养直播营

销团队，推动地理标志产品扩大销售，让更

多的产品搭乘“电商快车”走向全国，让广

大消费者及时尝“鲜”。

满足多样化需求

除了高品质外，地理标志产品的发展离

不开创新。如何通过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有

效提升产品附加值、市场空间拓展能力和品

牌竞争力，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成为当下的

必答题。

在日常生活中，花椒大多时候充当除腥

去异的配角。唯独在川渝地区，花椒摇身一

变成为主角。“无辣不欢，无麻不爽”成为许

多人一日三餐的常态。

重庆市江津区作为全国县域面积最大

的青花椒主产区，早在 2011 年就集齐了“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农

产品地理标志”3 块金字招牌。2024 年，全

区 花 椒 种 植 面 积 达 53 万 亩 ，鲜 花 椒 产 量

32.5 万吨，总产值达 42 亿元。

如今，花椒的价值远不止传统调味品。

在江津花椒博物馆内，花椒精油、花椒面膜、

花椒香皂等琳琅满目。“就连香水中也飘着

江津花椒香。”江津花椒工程技术创新中心

负责人谢永红介绍，目前江津花椒衍生出

40 多个品种的产品，连以往被丢弃的花椒

嫩芽都变成了备受欢迎的花椒芽酱菜和芽

苗菜。

谢永红表示，江津开发的花椒无抗饲料

添加剂，利用花椒及副产物抑菌、消炎和增

强免疫的特性，经过深入研究，明确了其在

畜禽营养和免疫方面的效力，开发出 3 个产

品配方。在动物试验中效果良好，可替代部

分饲料蛋白和全部外源抗生素，提高肉鸡品

质。“无抗”养殖技术的出现，让江津花椒产

业的未来潜力无限。

据了解，重庆市江津区已建成国内花椒

加工行业生产规模最大、产品品种最多、技

术设备最先进、综合实力最强的加工生产体

系。现有花椒加工生产线 41 条，冷链仓储

保鲜设施 5.3万余立方米，村级青花椒集中烘

烤点 5 个，

花 椒 初 加 工

转 化 率 达 到

99%。开发食品、保

健品、医药、化工 4个系

列 52 个产品，花椒香水、本

草驱蚊水、洗面奶、面膜、香皂、啤

酒等新产品成功试产。

江津区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袁艳表

示，近年来，江津区知识产权局聚焦江津花

椒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建设，深入

实施品牌战略，形成了 17 家企业使用地理

标志专用标志和 148 件企业商标、39 项企业

专利深度融合的品牌矩阵。目前，江津花椒

品牌价值已超 60 亿元。

严把地标品牌质量

四川凉山州培育形成以盐源苹果、西昌

高山黑猪等 9 件地理标志产品为主的特色

产业集群，总产值 250 亿元；新疆打造红枣

村、核桃村、枸杞村、香梨村等“一村一品”地

理标志特色示范村镇；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

酒被列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第一批互认

互保名录⋯⋯近年来，各地更加重视地理标

志产业的培育，积极打造特色产品，实现消

费端和生产端双赢。数据显示，2023 年我

国地理标志产业直接产值达 9600 亿元，实

现四连增。

对于地理标志产品来说，品牌是面

子，品质是里子，标准则是品质的保

证。在广西，为了让更多“桂字号”

农业品牌叫响，出台了《广西壮族

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

例》等地方性法规，为地理标志

产业发展保驾护航；在宁夏，建

立起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地理标

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质量控

制、品牌保护等机制，指导企业

运用“区域品牌+自主商标”双

标认证，加大对葡萄酒企业知识产权、质量

标准的监督管理；在四川，实行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三年一轮抽检制度，近年来对近 600

批次产品进行抽查。对存在未使用地理标

志专用标志、用标量较低等情况，逐一发函

提醒加强有关工作。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胡文辉表示，近

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组织各地加强地理标

志监管，开展专项整治，严厉打击侵权假冒

行为，净化市场环境。实施地理标志保护工

程，支持各地强化产地产区质量管控，保证

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和特色，有效增强地理

标志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我们将进一步加

强地理标志工作，继续完善地理标志制度，

高标准建设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

大力开展地理标志助力乡村振兴行动，更好

实现‘用活一枚地标、带动一个产业、造富一

方百姓’的目标。”胡文辉说。

在日前落幕的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上，逐渐升温的银发经济成为不

少参展商不约而同的关注焦点。展望未

来，如何应对迅速增长且多元化的老年

护理需求？银发经济这一新兴的朝阳产

业将如何开辟新的市场空间？

记者注意到，进博会期间，参展企业

展示了大量针对老年人的创新康养设备

和慢病干预系统。雅培带来了针对中国

老年人群需求研发的新一代雅培全安

素和安素倍佳，旨在帮助老年人减少营

养 流 失 ；GE 医 疗 中 国 首 秀 的 数 字 化

PET/CT Max Apollo，通过与核药结合

能够提前 10 年至 15 年发现阿尔茨海默

病；欧姆龙重点展示了针对老年群体居

家监测需要的“智律波”房颤风险提示血

压计、无线心电记录仪等数智化的数据

管理设备。

银发经济产品受青睐的背后，是银

发浪潮正在深度影响全球经济社会发

展。拜耳健康消费品中国区总经理何勇

认为，当前消费者对消费的价值感更加

关注，每个人对同一事物的价值感认知

也不尽相同，消费细分未来将在中国社

会各年龄层之间形成显著的发展趋势。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老年人期待提高生活品质的愿望和需求

也在不断增强，“夕阳红”背后孕育着消

费新蓝海。

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底，全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 2.97 亿人，占

总人口的 21.1%，预计到 2050 年将达到

近 5 亿人。据测算，目前我国银发经济

规模在 7 万亿元左右，到 2050 年将达到

49.9 万亿元。为迎接银发浪潮，国家层

面已经作出相关部署——国务院办公厅

今年年初发布《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

老年人福祉的意见》；今年《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

战略”“大力发展银发经济”。

不过，银发经济的发展目前仍存在

一系列挑战。虽然老年人有能力消费，

但仍面临“给的不想要，要的没给好”等

问题。比如，一些智慧养老产品设备操

作复杂，价格昂贵，老年人“不愿用、用不

起”；一些养老服务主要指一般性生活服

务，失能老年人迫切需要的康复、护理、

心理慰藉等专业化服务较少。再比如，

中国银发消费市场缺乏对不同老年群体

的市场细分，导致产品与服务供给较为

单一，难以满足不同老年群体的多样化

消费需求。

对此，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吕晓莉

表示，首先，要着力提高老年群体消费能

力和消费意愿。破除消费观念制约，明

确政府、社会、家庭、个人的养老责任边

界，合理引导老年群体预期。加快培养

现代养老消费意识，促进老年群体“愿消

费”“会消费”；其次，要提高老年群体的

支付能力，通过加快推进养老保险制度、

建立覆盖城乡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方

式，提高老年群体的支付能力，使老年群

体“有钱敢消费”，把老年群体的潜在需

求转化为有效需求；最后，要推进养老金

融产品创新，开发更有针对性的养老服

务金融产品，提供从退休财富管理到遗

嘱信托等全生命周期创新性服务，进一

步提高老年人金融素养。

进博会展现出的行业新风向还显

示出年轻人也在关注和参与银发经济，

老年产品和服务向更时尚、更科技化的

方向发展。因此，培育相关产业，促进代

际和谐，是发展银发经济的必要一环。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司长刘明在

进博会第七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上建

议，要打造开放包容的发展环境，坚持创

新驱动的发展路径，支持人工智能、生物

技术、可穿戴设备等科技向养老领域延

伸，全面提升产业能级，进一步深化国际

合作，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应对全球老龄

化挑战。

随 着 数 字 技 术 与 实 体 经 济

不断融合，以数字化、智能化为

表征的数智经济快速发展，成为

消费扩容提质的重要力量。

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激发

消费活力。数智经济的发展使

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模式得到

广泛应用，诸如外卖平台、网约

车平台、短租平台等，通过数字

平台实现资源的高效匹配与共

享，能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未

来要鼓励平台拓展和渗透更加

广泛的生活场景，以激发新消费

需 求 ；要 加 强 对 平 台 的 合 理 监

管，防止市场垄断，确保公平竞

争和消费者权益；要关注平台劳

动者的权益保障，加强对灵活用

工方式的法律监管，保障灵活就

业劳动者在劳动保障和社会福

利等方面的权益，促进高质量充

分就业，保障平台经济和共享经

济 等 消 费 运 营 模 式 可 持 续 发

展。探索运用数智化的市场设

计实现再分配，促进收入增长与

合理分配，激活消费潜力。

创新消费场景，提升消费体

验。数智经济推动线上线下消

费场景融合发展，让消费场景更

加多元化，消费者可以通过直播

电商、社交电商、社区团购等多

种渠道购物。同时，移动支付的

普及和高效运作催生了无人零

售 店 、智 能 餐 厅 等 新 兴 消 费 场

景；AR/VR、虚拟现实等技术的

应用，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沉浸

式、互动式的消费体验。未来，

要进一步利用区块链技术增强

信息透明性，尤其是在直播电商

和 社 会 电 商 中 ，确 保 商 品 可 溯

源、质量有保障；增强无人零售

店和智能餐厅的技术更新，推进

计算机视觉等技术在无人零售

领 域 的 应 用 ，提 升 商 品 识 别 效

率；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在智能餐

厅的应用，提高服务效率，增强与消费者的互动。

规范数据驱动精准营销，促进消费转化。数智经济依托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了对消费者需求的精准洞察

和个性化推荐，提高了营销效率和转化率。要进行多场景数

据的整合，将线上（电商、社交媒体等）与线下的消费者数据

打通，增强对消费者实时行为数据的捕捉和分析，进而提升

个性化推荐精准度；要加强数据隐私保护与算法透明，提供

便捷的数据授权管理选项，让消费者了解其数据用途，增强

消费者的信任程度；要完善政府、企业、消费者的动态反馈体

制机制，在平台中引入消费者反馈机制，例如标记偏好调整、

服务质量等，平台根据用户反馈进一步优化算法，加强监管

和处罚力度，对存在大数据“杀熟”行为的企业进行处罚，维

护消费者权益。

促进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支撑消费增长。5G、物联

网、云计算等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为数智经济发展提供

了强有力的支撑，也为消费增长提供了保障。未来应从加强

网络基础设施、优化数字支付和金融服务、提升消费者数字

素养等方面着手，促进消费持续增长。加速 5G 网络在农村和

偏远地区的普及，为数字消费场景提供技术支持；扩大支付服

务的覆盖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普及跨境支付，加强金融普惠

以降低消费门槛；通过线上和线下培训，提升消费者尤其是

老年群体和偏远地区群体的数字支付、网络购物以及隐私保

护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在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峨山镇城东村在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峨山镇城东村

““芜湖大米芜湖大米””示范基地示范基地，，农民农民驾驶农机收割驾驶农机收割

水稻水稻。。 肖本祥肖本祥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湖北省竹山县打造地方特色品牌湖北省竹山县打造地方特色品牌，，实实

现从农产品规模小县到地标产品大县的转现从农产品规模小县到地标产品大县的转

变变。。图为该县麻家渡镇营盘河村村民在直图为该县麻家渡镇营盘河村村民在直

播腌酸豇豆播腌酸豇豆。。 章章 磊磊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广西桂林广西桂林恭城瑶族自治县莲花镇红恭城瑶族自治县莲花镇红

岩村岩村，，柿农在晾晒柿子柿农在晾晒柿子。。

周秀鱼春周秀鱼春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中国美术学院动画与游戏学院

探索游戏教学实践双向汇通生态体系
近年来，中国美术学院动画与游戏学院持续探索东方美

学语境下的传统与当代元素在游戏世界构建中的多元方法
与转化，践行学术与行业双向赋能的育人路径，推进理论教
学与实践创新的双核驱动。以联合工作坊及企业专家库为基
础，构建产学研三方管理结构，学生通过项目和联合课程与
市场发展同步接轨，为职业规划打下坚实基础。

探索东方美学语境，创作时代数字游戏。学院聚焦游戏
本体研究和中国传统文化深厚内涵，将东方美学赋能下的世
界建构、叙事策略、玩法机制和美学体验四位一体作为游戏
创作的建构维度，以玩家体验为中心切入叙事，从而激发共
情的方案与策略，积极发掘游戏的表达性潜能。研究生作品
从全国 3000 多支高校队伍中脱颖而出，在首届中国研究生

“文化中国”两创大赛中获得重磅奖项；学生作品成功植入爆
款游戏的“七夕”特效，领取人次超过 1.3 亿，作品《白鹤童子》

《瑶姬》成功植入拥有 2000 万用户，充分展现了学院对戏曲
和水墨元素在游戏创作中的运用与调度能力。服装设计作品
植入知名游戏，在游戏内实现水墨画风视觉质感，收获全网
好评，突出数字游戏的本土研究和时代表达。

探索东方游戏机制，深化校企联动实践。学院持续深化
校企联动机制探索，聚焦行业稀缺人才的发掘与孵化。如“中
国美术学院+网易雷火夏令营”，双方携手七载打造的游戏创
造夏令营成为全国多学科专业游戏创作人才展示才华、了解
产品逻辑和获得行业职业资格的重要品牌和学习平台。在双
师协同人才共育的机制下，树立起年轻创作者的社会责任与

文化自信，展开东方文化映射下的数字游戏机制本土化思考
与实践。“中国美术学院+西湖游船公司+浮生忆玲珑”联合
推出“玲珑女孩新中式江南茶宴”；“中国美术学院+时空中的
绘旅人”以基于“不朽的艺术诗”为主题，共同举办《时空中的
绘旅人》游戏原画展暨“绘梦新生，邂逅时光”二创活动精选
获奖作品展，共拓校企合作新样板。2024 年，由中国美术学院
和腾讯互娱联合发起的“时空博物馆”AIGC 数字艺术创作大
赛联动了国内多家博物馆。

研究东方美学思想，打造游戏协同生态。学院以东方美
学思想与“游戏”观念为引线、以现代游戏理论为参照，展开
数字游戏体验的东方诗意解读，打造良好协同生态。“中国美
术学院+腾讯游戏学堂”历时 5 年共建交互叙事工作坊，成为
新文科视域下跨专业人才培养和前沿课题共研平台。项目产
出成果斩获国内众多游戏比赛奖项，对近年来中国游戏教育
和产业中的游戏经验与创作体系作出了回应，旨在从东方智
慧和思想中探索一条具有自我理论体系的中国游戏创新之
路，释放游戏创作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潜能。

近年来，学院对东方美学语境下的数字游戏体系建构进
行持续探索，拓展基于东方美学思想的游戏化多元场景应
用。未来，中国美术学院动画与游戏学院将继续用新兴媒介
讲好中国故事，融入东方基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
想，探索文化出海多元路径。

（宣学君 童元园 倪 镔）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