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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现场直
播带货。

▲2025年茂名荔枝嘉年华活动现场。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吴昊 摄◀高州小蜂嗡嗡

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总经理吴玉婷接受
记者采访。

从“土特产”到“世界名荔”

区域公用品牌激活茂名“荔”量百亿产业链
文/ 茂名晚报记者宁钰燕通讯员许红

茂名荔枝季，荔枝甜香弥漫。高州曹
江镇厂房里，一颗颗饱满圆润的荔枝经流
水线分拣，装入印有“茂名荔枝”LOGO的
包装箱中，等待着装车发往目的地上海。
高州小蜂嗡嗡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吴玉婷感慨：“如今有了区域公用品
牌赋能，果农不愁卖，愁的是如何把品质
做到更好、价值更高。”这番话既是对品牌
价值的认同，也折射出茂名荔枝从“地方
特产”向“世界名荔”蜕变的历程。

茂名荔枝种植历史悠久，拥有“面积
最广、产量最大、品种最全、品质最优”的
先天优势，却长期受困于“有产品无品牌”
的短板。破题之策始于2019年启动的“品
牌强荔”行动。2020年 5月 20日，“茂名荔
枝”区域公用品牌 LOGO 正式发布，标志
着茂名荔枝品牌化实现从 0 到 1 的突破。
市政府成立荔枝产业高质量发展领导小
组，明确了“优结构、强冷链、促加工、拓市
场、创品牌”的发展思路，通过编制《“茂名
荔枝”区域品牌发展规划》，出台《茂名市
荔枝产业提升行动方案（2022-2025）》等
政策，构建起“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企业
参与”的联动机制。

品牌建设，法治先行。茂名先后注册
“茂名荔枝”文字及图形等国家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完成荔枝福娃 IP形象、宣传口号等
著作权登记，构建起全方位的知识产权保护
体系。配套出台《“茂名荔枝及图”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使用管理办法》等制度，规范授权、
使用标准，确保品牌声誉与品质统一。2024
年，85家企业获得授权，700万件包装上印有

“茂名荔枝”LOGO的荔枝销往全国，品牌标
识成为品质的“信任状”。

为强化标准化建设，茂名还制定《茂
名荔枝标准果园管理技术规范》《茂名（白
糖罂、桂味、妃子笑）荔枝电商销售标准》
等21项地方及行业标准，推动种植、加工、
流通全链条标准化。同步加强技术培训，
引导果农规范使用农药化肥，完成 7.19万
亩品种改良和21.54万亩低产园改造，建成
15 个标准果园及 306 个田头小站，配套冷
藏保鲜设施将保鲜期延长2-3天，破解“一
日色变”难题。同时建立溯源体系，强化
全流程质量监管，以标准化筑牢品牌口碑
根基。

从0到1
打破“有产品无品牌”困局

“品牌效应实实在在。每到荔枝季，客户都指
定要茂名的荔枝。”吴玉婷的企业作为首批被授权
企业，三年间营业额从几百万跃升至3000万，印证
了品牌赋能的强劲势能。政府搭建框架，企业创
新激活品牌势能，实现从产品溢价到产业升级的
跃迁。

技术创新上，企业各显身手。如小蜂嗡嗡公
司与农科院等机构合作，引入智能分选设备，通过
克重、颜色、瑕疵等指标精准分级荔枝，并采用低
温压差预冷技术锁鲜，确保果品新鲜如初；高州市
盛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则通过“人工+设备”双重
筛选、老树改良、智慧农业等手段加强品控与品质
提升。“桂味、仙进奉等品种单价提高了 50%，果农
的积极性大大提高。”该公司负责人朱华表示，企
业还以鲜果速冻技术实现反季节销售，让“一季
鲜”变“四季香”。

市场开拓上，携手释放品牌价值。政府依托
“12221”市场体系，以会兴荔，2020-2024 年连续 5
年在茂名召开“中国荔枝龙眼产业大会”，联合企
业将品牌推介会开到成都、北京等城市，让品牌上
飞机、高铁、地标建筑等流量高地。借助“十万电
商买荔枝大赛”等活动扩大影响力，东方甄选等顶
流直播间 3 小时卖出 20 万单，让茂名荔枝从区域
性特产变“网红单品”。截至 5 月 25 日，2025 年茂
名全市荔枝定制销售金额约 1.4 亿元。文化赋能
方面，深挖荔枝文化底蕴，打造“520 我爱荔”文化
IP，推出文创产品，开发以四大古荔园为核心的荔
枝“农旅文创一体化”旅游带，年吸引游客超 2000
万人次，成为文旅融合的典范。

国际市场也在加速突破。2024年茂名海关监
管出口荔枝 3058.3吨，货值达 7150.4万元，茂名荔
枝历经16年后重返日本市场。此外还实现水果原
浆、荔枝罐头等水果深加工产品出口，出口市场涵
盖北美洲、亚洲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依托
RCEP 广东高州荔枝龙眼国际采购中心和“国字
号”特色水果技贸评议基地，打破特色水果贸易技
术壁垒，有效解决企业“出口难”问题，促进荔枝

“地方特产”向“全球共享”转变。这种“政府护航+
企业冲锋”的出海模式，真正实现从“中国荔枝”到

“世界名荔”的跨越。

政企协同
激活品牌价值动能

品牌建设最终落脚点是让农民共享发展红
利，标准化种植与品牌溢价直接带动果农增收。

“2023年成效明显，产品单价提升 50%，营收同比
增长了 60%。”朱华说道。实际上，茂名荔枝已从
2019 年起连续四年实现量价齐升，产量从 43.82
万吨增加到 62.09万吨，鲜果销售收入从 51.29亿
元提高到88.5亿元，全产业链总产值达120亿元，
平均溢价率超20%。国家级及省级荔枝现代农业
产业园内的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23757 元，高
于当地农户收入平均水平 20.5%，“小荔枝”成为

“致富果”。
品牌建设倒逼着产业升级，实现从“粗放生

产”到“绿色发展”。全市推广绿色防控技术体
系，联合企业建成7个“五化”智慧果园示范基地，
荔枝产业走上生态可持续之路。正如吴玉婷所
言：“品牌认证体系倒逼品质管控升级，我们从田
间绿色生产到智能分拣保鲜，千万级设备投入看
似增加短期成本，实则通过市场信任累积实现品
牌溢价的长效转化。”

产业集聚效应也日益显著。目前茂名建成
国家级及省级荔枝现代农业产业园 5 个，形成完
整的荔枝加工产业集群，集聚加工企业500余家，
年加工鲜果能力突破 5 万吨，培育精深加工产品
30余个。入选 2022年“粤字号”农业品牌示范基
地认定名单荔枝基地10家，构成“雁阵格局”。“公
用品牌让中小企业不需要重复建设，有了官方背
书，我们能快速打开渠道。”朱华感慨道。

站在新起点上，“茂名荔枝”区域公用品牌建
设正谋划新突破：强化地标品牌效应，推动更多
企业标准化生产优质地标产品；打造地标品牌
示范基地，培育龙头企业、建设地理标志产品展
馆（驿站），扩大品牌宣传；依托特色水果技贸评
议基地，破解技术性贸易壁垒，扩大国际影响
力。“注册一件商标，带动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百
姓。”茂名农业农村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持续推进品牌战略，让茂名荔枝香飘世界，助力
乡村振兴迈向新高度。

品牌效应
注入乡村振兴“活水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