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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兼修做强地理标志产品

杨开新

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公布

的数据显示，为助力新时代西

部大开发，已建设 42 个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实施

15 个地理标志保护工程项目，

西部地区地理标志直接年产值

达 4298.4 亿元。

地理标志产品，通常是指

产自特定地域，所具有的质量、

声誉或者其他特性本质上取决

于该产地的自然因素、人文因

素的产品。由于独特的资源禀

赋和风土人情，地理标志产品

备受广大消费者青睐。对西部

地区而言，不少农特产品品质

上佳、特色鲜明，但种植养殖成

本偏高、规模往往有限，且距离

主要消费市场较远，相较于东

中部地区的同类型产品，市场

竞争力偏弱。打造地理标志保

护高地，走“人有我优、人优我

特”的错位发展之路，能有效带

动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比

如，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四

川郫县豆瓣、新疆库尔勒香梨、

云南保山小粒咖啡等 36个西部

地区地理标志产品，进入第一

批中欧地理标志产品互认互保

名录。做大做强一批有基础、

有特色、有前景的地理标志产

业，既要让产品物有所值、物美

价优，也要紧盯市场持续开拓。

苦练内功，认真提高品质，

是地理标志产品可持续发展的

前提和基础。好产品来不得半

点花架子，要不断强化知识产

权保护运用，切实发挥好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及地

理标志保护工程引领带动作

用，培育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近年来，各地结合

自身实际和特色，坚持地理标志高水平保护、高标准管理、

高质量发展，在品牌质量提升、地理标志兴农方面持续发

力，做好“土特产”这篇大文章。比如，宁夏彭阳县依托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红梅杏和朝那鸡，举办“红梅杏开园节”等活

动，开发“彭阳伴手礼”，今年红梅杏全产业链产值预计超

3 亿元，朝那鸡饲养量达 127 万只。

眼光向外，巩固和提高知名度、美誉度，是地理标志产

品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地理标志产品的真实性、地域

性、特异性和关联性越强，就越有助于品牌的塑造与强化，

促进地理标志产业发展。经营主体应及时了解和掌握相关

产品的供需平衡、产销对接，进而适时调整自身的生产和销

售方式，不宜抱着“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心态故步自封。相

关部门和行业组织应从更宽视野审视和解决普遍性问题，

以知识产权保护赋能地理标志产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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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林 市 冰 雪 经 济“ 热 ”起 来
近日，吉林省 2024—2025 新雪季开板暨第 30 届吉林雾凇

冰雪节开幕式在吉林市北大湖滑雪度假区举行，不少滑雪爱

好者体验了新雪季首滑的快乐。

地处北纬 43 度“世界黄金粉雪带”的吉林市，拥有丰富的

粉雪资源，雪质好、积雪厚、雪期长。立足冰雪资源优势，吉林

市近年来持续擦亮“雾凇之都，滑雪天堂”城市名片，将冰雪经

济越做越大。新雪季，该市正以北大湖滑雪场和万科松花湖

滑雪场两大知名滑雪场为龙头抓好服务保障，广迎天下宾客，

共享冰雪盛宴。

提升硬件基础

“每到新雪季，我都满怀期待地来到北大湖滑雪场，脚踩

滑板飞驰雪上的感觉太美妙了。”沈阳游客张勇说。

从吉林市火车站出站，乘车南行 1 个小时就到了北大湖

滑雪度假区。这里三面环山，有 9 座海拔超过 1200 米的高山，

最大滑雪山体落差达 870 米；冬季平均气温约为零下 10 摄氏

度，积雪日可达 160 天。得益于地形与气候特点，这里成为国

家滑雪训练基地、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培训基地，

承办过第六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和数届全国冬季运动会，成为

众多滑雪爱好者的向往之地。

“新雪季，北大湖滑雪度假区设施全面升级，雪道从 64 条

增至 74 条；索道从 11 条增至 13 条；新增造雪机 100 台，新铺设

造雪管线 3000 米；总床位数从 8000 张增至 9000 张；配套商户

从 45 家增至 48 家。”北大湖滑雪度假区总经理曾岩告诉记者，

新雪季开板当天及之后几天的客房早已被预订一空。

在滑雪服务中心和美食中心，游客熙熙攘攘，不少人身着

雪服、手提雪板。曾岩说，今年美食中心外扩了空间，滑雪服

务中心一层整体翻新，一天可最多接待游客 2 万人次。此外，

还将携手专业团队设计修建 U 形池、大跳台等地形公园，为

专业选手和普通爱好者提供更好的滑雪体验。

截至目前，吉林市备案并正常运营 9 家滑雪场，已开发雪

道 154 条，雪道总面积 555.19 公顷，雪道总长度 155.31 公里。

在吉林市区正南 15 公里处，万科松花湖滑雪场 11 月 20

日试开板。由于距离城区不远，雪季的周末这里人头攒动，各

条雪道的索道前，雪友们手持雪具有序等待坐缆车上山。

万科松花湖度假区总经理赵兰菊介绍，新雪季度假区西

扩滑雪场，新增 50 万平方米雪道，总滑雪面积达 220 万平方

米，雪道达到 50 条、总长 55 公里，总床位有 7000 张。

丰富活动内容

11 月 30 日傍晚，“大东起国风·粉雪映华夏”冰雪秀系列

活动之戏曲秀在万科松花湖度假区上演。伴随着《天女散花》

等知名唱段，多名身着京剧、川剧等戏曲服饰的滑雪高手在雪

道上自由滑行，展示滑雪技巧，引得游客阵阵叫好。

赵兰菊说，为实现以文体旅融合促进冰雪经济发展，万科

松花湖度假区新雪季将推出“酒店+滑雪+新玩法”度假产品，

围绕月度主题承办 40 多场活动；将与吉林市有关单位加强合

作，串联陨石博物馆、夜游松花江、“最美吉林西站”等文旅资

源，让游客在滑雪之余充分感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

据了解，新雪季，北大湖滑雪度假区将参与策划各类赛事

活动 20 余项，包括国际雪联空中技巧世界杯、全国单板滑雪

平行项目青少年锦标赛等，让冰雪运动、冰雪体育、冰雪旅游

相互交融、互相碰撞，进一步点燃广大游客的滑雪热情。

“北大湖滑雪场冬季近乎无风，为夜滑创造了条件。”北大

湖滑雪度假区市场总监闫帅说，北大湖新雪季计划开放夜滑

雪道面积 60 万平方米，开放缆车 4 条、雪道 6 条，进一步满足

游客的滑雪需求。

艾灸理疗，针灸推拿，中药熏洗⋯⋯吉林市一些滑雪场服

务中心今年设置了“中医养生馆”，这是为促进滑雪爱好者运

动后体力快速恢复而推出的新举措。此外，一些滑雪场还推

出了人参茶饮、人参礼盒等特色人参产品。

“哇，没想到滑雪场山顶竟然有这么漂亮的雾凇！”一早就

开滑的南京游客李丽刚刚乘缆车到达北大湖滑雪场山顶，就

被眼前一树又一树的雾凇震撼了。

吉林雾凇被认为是“中国四大自然奇观”之一。近年来，

吉林市深挖这一旅游资源，先后举办了 30 届雾凇冰雪节，并

在每年雪季连日发布雾凇晨报。与松花江流经吉林市区段的

不冻江生成的雾凇不同，高山雾凇由于海拔较高等因素，相对

容易生成和保持。由此，“到滑雪场看雾凇”成为不少游客来

吉林体验滑雪的重要动因。据悉，新雪季万科松花湖度假区

专门推出“赏淞戏雪”游玩项目，策划赏高山雾凇、赏雪山日出

新 IP，打造“一家人可以奔赴”的冬季度假休闲目的地。

强化服务保障

各地滑雪游客纷至沓来，给吉林市各滑雪场周边的村民

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好处。

今年 43 岁的王玉喜是吉林市永吉县北大湖镇南沟村村

民，在北大湖滑雪场担任滑雪教练已有 20 年。“每年雪季忙碌

不到 5 个月，可收入 7 万元到 10 万元，比以前外出打工或者在

家‘猫冬’强多了。”王玉喜告诉记者，滑雪场开板这两天，他的

课程已经排满，元旦、春节的课程也早已约满。

南沟村有 1000 多名村民，300 多人在附近滑雪场当滑雪

教练。此外，滑雪场酒店打扫、索道看护等岗位也给附近村民

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在滑雪场之外，乡村民宿借势兴起，仅

南沟村就有民宿 100 多家、客房 800 多间，可同时接待游客

2000 人。

傍晚时分，南沟村“雪乡人家”农家乐里灯火通明，女主人

于淑芬和伙伴们正在餐厅里忙活，铁锅炖飘散出阵阵菜香。

2010 年，于淑芬在这里建起 110 平方米的农家餐馆，每到雪季

几乎天天爆满。后来，一步步扩建、改建，如今餐馆面积已达

500 平方米，可同时接待 150 人用餐。

“我家近几年还就近修建了 18 间标准民宿，游客们在这

里吃完饭就可以走回去休息，经济实惠又方便。”于淑芬说，由

于自家为游客提供客房与滑雪场之间的接送服务，开板这几

天的餐厅包房和民宿房间已全都订满。

滑雪游客的增多，也让吉林市相关企业看到了冰雪装备制

造的广阔市场空间。在北大湖滑雪度假区游客服务中心，一组

供体验推广的碳纤维滑雪板格外引人关注。原来，这是由本地

企业吉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制造的。吉林化纤集团工程师路

阳介绍，碳纤维滑雪板较普通滑雪板轻 30%左右，但强度是普

通滑雪板的 3倍至 5倍，能耐受更大的冲击力和重压，可提高滑

行的稳定性。在新雪季滑雪场正式开板之前，吉林化纤集团生

产了几百套碳纤维滑雪板和冰球杆，投放到北大湖等滑雪度假

区体验推广，并将根据用户反馈对产品进行优化完善。

不仅滑雪教练、餐饮住宿、滑雪装备有保障，当地电力部

门也在为游客畅滑全力以赴。为做好雪季缆车、造雪机等大

功率用电设备的供电保障，国网吉林供电公司派专员驻滑雪

场办公，紧密对接域内“冰雪+温泉”项目，多频次检查缆车、

滑索、造雪机、电锅炉等设施，并对所辖输电线路、变电站、配

电线路采取人工、无人机、红外测温等方式进行特巡，确保滑

雪场供电平稳运行。

□ 本报记者 马洪超

近日，在江西省德兴市

铜矿尾矿库，一群天鹅在嬉

戏。近年来，德兴市针对尾

矿库开展生态修复，通过调

控微生物群落抑制产酸，重

建植被生态系统，逐步恢复

原生态地貌，生态环境明显

改善，吸引天鹅、大雁等众多

候鸟在此栖息、越冬。

翁龙贵摄（中经视觉）

11 月 22 日，滑雪爱好者在吉林市北

大湖滑雪场畅享滑雪乐趣。

本报记者 马洪超摄

提 高 蔬 菜 生 产 科 技 含 量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初冬时节，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中

原种业创新示范园一座座智慧大棚里，

大批辣椒种苗正在培育。“园区仅辣椒

就培育了 1000 多个品种，辣椒苗订单

最多的是今年新推出的一个大泡椒品

种，口感酥脆，产量也大幅提升。”园区

科研员高军法一边通过平板电脑调节

大棚内的温度、湿度等参数，一边介绍。

近年来，建安区因地制宜推广新品

种、新技术、新模式和新装备，将科技创

新运用到蔬菜生产过程中，为农业农村

现代化插上智慧的翅膀。

为促进育种育苗环节升级，2023 年

10月，建安区引进了河南鼎优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的中原种业创新示范园项目。目

前，中原种业创新示范园在建安区陈曹乡

流转 2000 亩土地作为试验基地，建设的

67个智能大棚已投入使用，完成辣椒、豆

角、番茄等多个新品种的实验、筛选。

同时，建安区不断深化与河南农业

大学等高校院所的合作关系，在新品种

选育、集约化育苗等方面达成协议。以

区域内 12 家种业公司为依托，协同全

区 10 余家蔬菜育苗基地，大力开展良

种技术攻关和新品种推广应用，构建

“育繁推”一体化品种创新推广体系，不

断优化蔬菜品种结构。

此外，建安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着力抓好人才梯队建设，实施高层次人

才引进和本土人才培养计划，建设以科

技特派员和“乡土专家”为支撑，以高素

质农民为补充的多层次、广覆盖的人才

队伍。今年以来，建安区开展各类技能

培训 1.42 万人次。

瓜 果 飘 香 离 不 开 金 融 活 水 的 浇

灌。建安区金融监管部门通过召开经

验座谈会、现场调研督导等方式，引导

督促各金融机构对设施蔬菜等重点产

业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支持蔬菜及净菜

等深加工产品发展。目前，累计签约授

信企业 275 家，放款金额 9753 万元。

“兴一个产业，活一片经济，富一方

群众。建安区蔬菜产业正以蓬勃之姿

加速发展，绘出一幅幅乡村振兴新图

景。”建安区委书记李晓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