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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名鹅”———武冈铜鹅。

商标战略提升品牌
武冈市是闻名遐迩的“铜鹅之乡”、“脐

橙之乡”、“卤菜之乡”。该市组建了特色产
业开发办公室，出台了《加快发展卤菜产业
的决定》， 借助良好的政策平台， 实现了资
金、人力、物力上重点向卤菜、铜鹅产业化发
展倾斜。 2007年以来，武冈先后被评为“湖
南省十大湘菜产业县（市）”、“湖南湘菜原材
料示范供应基地”、“中国最负盛名特色品牌
县市”。 武冈市委、 市政府立足地方特色产
业，整合资源优势，增强品牌意识，提出了
“品牌兴市、品牌兴农”发展战略，大力推行

地理标志保护与商标注册， 借商标创品牌，
以品牌促发展。迄今，武冈卤菜行业共拥有
有效注册商标18件， 其中， 中国驰名商标1
件， 省著名商标8件，“武冈卤菜”“武冈铜鹅
（活体）”“武冈铜鹅（肉体）”（含拼音）国家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6件，拥有“武冈卤铜鹅”“武
冈卤豆腐”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两项。“华鹏”
商标已经成功批准为中国驰名商标，“乡里
妹”“法新” “武冈卤菜”“武冈铜鹅”“金福
元”“亚太” 等8个产品商标成功申报为湖南
省著名商标。今年“武冈卤菜”正全力冲刺中
国驰名商标，“武冈卤菜”“武冈铜鹅”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已经全面启用，武冈卤菜已成为

蜚声中外的“城市名片”。

宣传营销成果丰硕
近年来，该市加大了特色产业媒体宣传

力度，做到了报上有文，影视有声。先后在央
视网、中新网、华声在线、红网、《中国特产
报》、《中国食品报》、《湖南日报》等媒体加大
了宣传力度。开展了武冈铜鹅广告语征集活
动，出版了《武冈卤菜》、《武冈铜鹅》两本专
业文化书籍，抢注了中国卤菜交易网、武冈
卤菜网，建好了两个电子交易平台，启动了
“武冈铜鹅民俗文化” 申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和“武冈卤菜制作技艺”申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成立了卤菜研究发展中
心，加强了与湘潭大学、湖南农大等科研院
校的合作， 规划了武冈卤菜博物馆建设。去
年以来实施的“百万信息工程”效果明显，通
过特色产业短信平台， 向国内知名政界人
士、企业老总发送特色产业宣传信息，扩大
了产业在全国的影响力。在广铁集团邵阳站
开通了武冈卤菜、 武冈铜鹅到站广告宣传。
另外，还先后组织企业参加了中国食品工业
协会豆制品专业委员会论坛、 第七届中博
会、首届奥林匹克公园国际美食大赛暨第六

届东方美食烹饪艺术家国际大赛、青海省清
真食品展览会等多种营销活动，进而扩大了
产业在全国的影响力和市场半径。

传统卤菜走出“深闺”
“打响了品牌，就不怕自己的产品‘深闺

愁嫁’。”目前，这一理念已成为武冈众多卤
菜企业的共识。2011年全市拥有年产值过亿
元的武冈卤菜加工企业1家、 年产值过千万
元的6家、小型加工企业196家，从业人员达
1.4万余人。武冈卤菜总产值由2006年的8000
万元攀升到去年年底的6.2亿元，形成了卤豆
腐、卤铜鹅、卤猪肉、卤牛肉、卤蛋等10多个系
列100多个品种，产品畅销全国21个省市区和
美国、东南亚等国际市场。目前，武冈铜鹅养
殖来势十分看好，全市拥有九塘、玉屏、曹家
塘等年出笼铜鹅2000羽的规模铜鹅养殖场18
个，去年全市年出笼铜鹅达120万羽。

优惠政策的扶持， 强力技术的支撑，加
速了武冈卤菜产业的全面升级。该市将抓住
发展的政策机遇，借力发展，努力把武冈建
设成为全国最大的卤菜原材料种植、精深加
工、物流集散、技术研发、产品宣传展示中
心，使武冈成为真正的“中国卤菜之都”。

“千年王城、福地武冈”，武冈拥有历史悠久和丰富厚重的卤菜饮食文化。
2007年，武冈被冠名为“中国卤菜之都”后，该市围绕建设“中国卤菜之都”战略
目标，以市场运作推进产业发展，着力建设卤菜原材料基地、培育龙头企业、延
伸加工产业链条。今年8月，省长徐守盛来武冈考察调研，他强调，要进一步做
大做强武冈传统特色产业， 特别是要壮大武冈卤菜产业， 强力推进农业产业
化，努力加快区域经济发展。

红掌拨清波

武冈铜鹅曾被誉为“世之名鹅”，列为皇
家贡品，被载入过《湖南省畜禽品种及图谱
志》，并与洞庭湘莲、宁乡猪一起列为湖南农
业“三宝”。近年来，武冈市委、市政府加快了
武冈铜鹅产业的品牌建设，加快了基地建设
步伐，加大了保种经费的投入，武冈铜鹅产
业实现了可持续跨越发展。

品种优势明显
武冈铜鹅作为一种地方独有的畜禽品

种，因啄、蹼呈黄色或青灰色似黄青铜而得
名。铜鹅与其它鹅相比，具有自己独特的优
势。?据《武冈县志》记载，至今已有500多年
的养鹅史。在明代嘉靖年间，武冈就大量喂
养武冈铜鹅。 清代， 被列为朝廷贡品。1981
年， 武冈铜鹅载入《湖南省家禽家畜品种
志》，曾与洞庭湘莲、宁乡猪一起被誉为湖
南“三宝”。武冈铜鹅肉质鲜嫩细腻，香甜可
口，皮下脂肪比其它鹅少得多，享有“世之
名鹅”之美称。武冈铜鹅是草食性家禽，饲
料主要是青草、菜叶，精料消耗少。武冈素
有“青草换肥鹅”之说，武冈铜鹅属典型的

无公害品种。

品牌建设加快
武冈铜鹅具有500年的养殖历史， 素有

“铜鹅之乡”之称。过去，由于没有龙头企业
带动，也没有对市场进行培育，武冈铜鹅的
深加工及系列产品的开发乏力，养殖户主要
以散卖为主，致使“武冈铜鹅”形不成产业气
候。“武冈铜鹅”的牌子没有打响，除了武冈
市及周边县外， 外界知之甚少。 2005年，全
市武冈铜鹅养殖出笼总数仅40万羽。2007
年， 武冈市成立了特色产业开发办公室，注
册了“武冈铜鹅”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申请了
“武冈卤铜鹅”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出台了武
冈铜鹅养殖技术规程，组建了资水铜鹅养殖
专业合作社。2011年，“武冈铜鹅” 地理标志
商标被省工商局认定为省著名商标。2012
年，“武冈铜鹅（活体）”“武冈铜鹅（肉体）”证
明商标正式启用，有2家规模企业和7家养殖
公司（场）获准使用该两个证明商标。

保种开发有力
武冈铜鹅作为一个地方独有的畜禽品

种，有着明显的品质特征。其生长快、个体
大、抗病力强、皮薄、肉嫩、含有高量蛋白质
和不饱和脂肪。但是武冈铜鹅每年产蛋仅35
枚左右， 这成为武冈铜鹅繁育慢的主要原
因。从2007年起该市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
用于铜鹅保种、发展养殖、产品开发。凡存笼
种鹅50羽以上、 年出笼商品鹅1万羽以上的
养殖大户市特色产业办分别按每羽每年10
元和每羽每年1元的标准进行了奖励。 该市
还将支持扩大现有的原种场内武冈铜鹅原
种数量， 建立3个以上武冈铜鹅原种保护核
心群，数量在2万羽以上，并打算提取武冈铜
鹅原种基因存放到国家基因库。

宣传营销并进
挖掘“武冈铜鹅”美食文化内涵，进一步

拓展宣传渠道，让“世之名鹅”走进千家万
户、走向全国各地。先后在央视七套、央视
网、 中新网、《中国特产报》、《湖南日报》、湖
南经视等主流媒体刊发了专版或专题报道
共计65篇。在央视网、联合国问国会网络电
视台做了武冈卤菜、 武冈铜鹅常年宣传视
频。 在《中国工商年鉴》、《中国商标协会年
刊》、《湖南富民强省书刊》 都刊登了产业宣
传文章。 在广铁集团邵阳站做了广告宣传
牌。建好两个电子商务平台，抢注了中国卤
菜交易网、武冈卤菜网。另外，还开展了武冈
铜鹅广告语征集，编辑出版了《武冈铜鹅》专
业书籍，申报了武冈铜鹅民俗文化为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启动了“武冈铜鹅”证明商
标申报中国驰名商标工作。积极组织铜鹅生
产企业参加各种经贸洽谈、 展销等营销活
动。建立完善营销网络，在全国大中城市特
别是各省会城市建立了武冈铜鹅批发销售
绿色通道和直销点。

产业发展强劲
近年来，武冈市委、市政府把武冈铜鹅

产业发展作为特色农业的主攻方向来抓，摆

正位置，加强领导，强化措施，狠抓落实，铜
鹅产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按照“公司+基
地+农户”的模式，确定了以市内资水上游
的赧水沿岸的邓元泰、头堂、安乐、荆竹、马
坪、 龙田及赧水支流龙溪河沿岸的文坪、龙
溪等乡镇确定为铜鹅优势产业养殖乡镇，吸
纳各方资金，实现多渠道投资、多元化发展，
致力建设高标准的铜鹅养殖基地。 目前，已
投资300余万元新建了年孵化繁育100万羽
的玉屏铜鹅繁育场，做到了统一饲料、统一
鹅苗、统一防疫，使长期困扰铜鹅发展的种
鹅繁育瓶颈得到解决；组建了武冈市铜鹅养
殖专业合作社，实行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建成
了年出笼铜鹅2000羽的规模铜鹅养殖场20余
个。同时，根据不同的消费需求和层次，按鹅
脖、鹅头、鹅肉、鹅爪、鹅翅、鹅毛、鹅内脏等进
行产品设计、开发。目前，全市每年出笼商品
鹅由2005年的40万羽增加到150万羽以上，已
建成规模养殖场17家，存笼种鹅30万羽；全市
已拥有铜鹅规模加工企业3家， 年产铜鹅肉
450万公斤以上， 产出鹅掌、 鹅翅150万对以
上，实现产值2亿元、利润1500万元以上。

武冈市将出台《关于加快发展武冈铜鹅
产业的决定》， 进一步明确铜鹅发展的指导
思想、工作思路、目标任务和工作措施，加大
对武冈铜鹅产业的扶持力度，真正把武冈铜
鹅产业打造成我市主导产业、邵阳市支柱产
业、湖南省特色产业，并把“武冈铜鹅”打造
成全国知名品牌。 ■刘敏

卤乡新韵
———武冈卤菜产业品牌建设之路走笔

■林立东
省委书记周强（前排中）视察武冈卤菜企业。

———武冈铜鹅产业跨越式发展纪实

省委副书记、省长徐守盛考察武冈铜鹅加工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