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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榜

正是品牌战略，让瑞安这座经济强市从

企业产品“默默无名”的尴尬局面，朝着品牌

大市的目标前进。而在我市众多荣获“中国

驰名商标”或“省著名商标”企业的身后，还有

一批发展潜力巨大的后备品牌梯队。他们是

瑞安品牌之树能否开枝散叶的关键。

“名牌商标体系就好像一个金字塔，中国驰

名商标在塔尖，省著名商标、温州知名商标分别

在二三层，瑞安市名牌商标则塔底部，是整个体

系的基础。”吕丽华解释说，“瑞安市名牌商标的

评定，不但是对于优秀企业的一种肯定，也将为

我市品牌培育库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

据了解，截至目前，我市拥有行政认定驰

名商标 13 件，总数稳居温州第一；省著名商

标 41 件，温州知名商标 85 件，瑞安名牌商标

219 件，集体商标 4 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2

件，省级商标专业品牌基地 6 个。

为了让更多的企业脱颖而出，市工商局

建立了瑞安品牌培育库，并在全市成立 10 家

品牌指导站，以多种形式对企业品牌创建进

行指导。在塘下品牌指导站，负责人王秀海

告诉记者，该站多次深入企业，了解企业动

态，通过召开创牌培训会等方式，指导企业创

牌。市工商局还制定了我市驰名、著名、知

名、名牌商标的相关名录，对重点企业进行培

育帮扶，促使名牌产品不断涌现，形成国家、

省、市级名牌的层次梯队，让更多瑞企成长为

行业龙头，助推经济发展。

编者按：品牌成就企业核心竞争力，科技助推企业转型升级。近年来，我市多家企业转变发展思路，加大科技投入，加快品牌建设。今年，我市新
增29件瑞安市名牌商标、15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4家2013年瑞安市专利示范企业。本报将推出系列报道，了解瑞企转型升级之路的进行轨迹。

“品牌之树”结出硕果

我市新增29件瑞安市名牌商标
从“质量立市，品牌兴业”到“品牌大市，品牌瑞安”，品牌战略让瑞安收获了芬芳

的甜果。日前，记者从市工商局获悉，今年我市新增 29 件瑞安市名牌商标，59 件
2010 年度瑞安市名牌商标予以延续确认，全市“瑞安市名牌商标”名录增至 219 件，
为我市品牌战略提供后备品牌梯队。

■记者 项乐茹

“杰程”、“日正”、“迈登”、“华盛”、

“家蕊”⋯⋯记者从市工商局了解到，经

我市名牌商标评审委员会评审，我市今

年新认定“车舟”等 29 件商标为瑞安市

名牌商标。

在 29 件商标中，“川和”是其中唯一

一件农业种植企业的初级农产品商标。

这个来自湖岭镇金川的首个本地有机稻

米品牌，获评瑞安市名牌商标后，将走向

更大的市场。

市金川高山有机稻米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王巨良告诉记者，“川和”评上市名

牌商标并不轻松，花了足足 3 年功夫。

2009 年，王巨良牵头组建金川高山

有机稻米专业合作社，凭着金川山好水

好的天然生态环境，种植有机稻米。

“卖有机米，肯定需要一个牌子。”一

开始，王巨良和村民们打算给品牌起名

叫“金川”，覆盖面广又代表了有机稻米

的出产地。没想到，到了工商局，王巨良

才发现心仪的“金川”商标已被其他企业

抢注。“当时还请了副镇长出主意，想来

想去定了‘川和’。”

随着金川有机稻米的种植成功，王

巨良备好资料准备申请瑞安市名牌商

标。但当时“川和”有机稻米只通过了农

业部下属的北京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转换

产品认证，尚未获得有机食品认证，而且

当时产值也没达到申报的要求。

“有机产品的认证相当难。”王巨良

说，有机食品的认证期为3年，并且要完全

消除稻米中可能有的农药残留。全身心

扑在有机稻米种植的金川农民们，吸取经

验不断扩大种植规模和产量，终于在2011

年，“川和”牌有机稻米获得了有机食品认

证，种植面积也从2009年的420亩增加到

1000多亩，2011年年产值达220万元。

2012 年年底，王巨良准备再次申报

瑞安市名牌商标，并于今年年初正式提交

了申报并获成功。“‘川和’成了瑞安名牌

商标，以后进入外地市场就更有底气了。”

王巨良说，目前“川和”主要销往本地超市

以及温州、杭州等地，成为瑞安市名牌商

标后，还要向温州、省知名品牌努力。

“川和”商标历炼 3 年

据市工商局商标广告监管科科长吕丽华介

绍，今年瑞安市名牌商标认定工作从 3 月份启

动，共有 46 家商标申报认定。经过初审、材料

审核、评审委员会评审后，29件商标通过认定并

成功获评瑞安市品牌商标，通过率达63%。

同时，今年我市共有 81 件商标需延续认

定，成为或延续为瑞安市名牌商标，所有企业都

要“过五关斩六将”。据介绍，以一般工业企业

为例，认定标准要求其大宗产品年销售收入（产

值）在2000万元上或纳税额在80万元以上。

“对于已被认定为名牌商标的企业，在满足

年产值在2000万以上或纳税额80万元以上的

同时，还要看是否有因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安

全生产问题被有关部门查处，或者是否存在消

费侵权纠纷等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企业产量、

销售收入和利润等经济指标连续两年下降的，

都将失去延续确认的机会。”吕丽华说。

从 1995 年我市开展名牌商标认定，至今

已经过了 18 个年头。据工商部门统计，截至

目前，我市拥有瑞安市名牌商标 219 件，其中

工业类商标186件，占总数的84.9%；农产品及

农产品加工业商标 30 件，占 13.7%；服务业商

标3件，仅占1.4%。

“一直以来，服务业及农业的名牌商标比

例都比较小。”吕丽华说，“为了鼓励他们申

报，我市降低了农业及服务业名牌商标的申报

标准。服务业的销售收入要求在 800 万以上，

农产品年销售产值在200万以上。”

“品牌之树”挂满硕果

打造瑞安品牌培育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