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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斌 刘雨

品牌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象征。在刚刚

过去的 2023年中国品牌博览会上，陕西省榆
林市通过五张名片组成的城市品牌秀，展示

了近年来品牌建设的进程与亮点。透过会场

细节可以看到，品牌建设已然成为榆林践行

高质量发展，推进城市更新、产业升级、品质

提升的“新引擎”。

榆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扬表示，对于

资源型城市榆林而言，品牌建设是转型升级

的加速器、牵引器。

科技品牌赋能培育新优势

近年来，榆林市立足产业基础和资源禀

赋，在巩固传统产业优势的同时，积极谋转

型，勇于开辟新领域，培育新优势。5月 10日
至 14日，“榆林品牌”专场展区携 46类展品、
58户企业亮相 2023年中国品牌博览会，一批
高含新量、含绿量、含金量的品牌受到关注。

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高新区的兴汉澜

墨科技有限公司专注生产三维石墨烯粉体，

是近年来榆林探索产业转型，培育新优势的

代表品牌。据公司负责人鄢平介绍，他们之所

以受邀前往 2023年中国品牌“榆林品牌”专
场展示，得益于企业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突破，

他们通过改变石墨烯粉体的生产技艺，采用

化学气相沉积法实现了高品质石墨烯粉体的

工业化量产。

招引兴汉澜墨这样的科技型企业落户，

是榆林把品牌创建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的生动实践。作为国家能源化工基地，榆林近

年来招引了一批技术先进、产能领先的企业

“落户”。

同样亮相 2023年中国品牌博览会的榆林
科创新城零碳分布式智慧能源中心示范项目也

是其中的代表。据示范中心负责人清安优能科

技发展（榆林）有限公司总经理左瑞天介绍，该

项目实现了含氢能的零碳多能源供需系统的实

用化和规模化，是世界领先的清洁能源综合利

用项目，目前已为陕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运动

员村等多个场景进行了零碳供能。

2023年中国品牌日活动榆林代表团综合
协调组成员、榆林市发改委产业科科长高立

启表示，“2022年，榆林锚定‘双碳’目标，围绕
八大主攻方向和 19条重点产业链，在培育壮
大新兴产业方面表现强劲，逐步引导榆林优

势资源和‘拳头产品’迭代为优质品牌，目前

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开局，持续释放出发展活

力。”

文旅农林生态品牌
丰富城市业态

在 2023年中国品牌博览会举办期间，榆
林的文化展演和非遗展示备受现场观众青

睐。近年来，榆林市不断更新品牌理念，拓展

品牌建设新领域，在农产品区域品牌、生态文

明品牌，以及文化旅游品牌塑造方面不断创

新，丰富城市品牌业态的同时，对产业形成了

良好的带动，区域品牌成为提升榆林城市影

响力和产品附加值的关键一招。

在文化旅游品牌建设方面，榆林持续推

进地域文化融入文旅品牌建设，立足黄河黄

土文化、长城文化、转战陕北红色文化、陕北

民俗等特色资源，以地方文化的转译再生为

方向，构建起以榆林古城为核心，串联长城、

黄河、转战陕北三条旅游带的“一核三带”大

文旅格局，形成集红色革命体验、长城文化旅

游、沿黄峡谷观光、陕北民俗风情体验、休闲

度假为一体的陕甘宁蒙晋交界区域文化旅游

中心城市。

在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方面，榆林聚焦

羊子、马铃薯、山地苹果、大漠蔬菜四大农业

主导产业以及小杂粮、中药材、红枣等优势产

业，形成了一批以“榆林马铃薯”“榆林山地苹

果”为代表，品质过硬、特色突出、竞争力强的

农产品品牌。

在生态品牌建设方面，榆林坚持“北治沙、

南治土，全域治水”推动区域生态持续好转，形

成了黄土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的“榆林经验”。近

年来，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

略的提出，榆林接续生态品牌建设，严格执行黄

河保护法和相关规划，通过“以水定城、以水定

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实现水资源供需平

衡，为城市绿色品牌再添“新绿”。

政务服务品牌引领城市善治

近年来，榆林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

化营商环境，形成了以“榆快办”“信用榆林”

为代表的系列政务服务品牌，成为驱动营商

环境持续向好的新动能。

“不到一个小时，营业执照就办好了！”陕

西氢能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经办人白利宁为榆

林的行政效率点赞。

榆林市深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

革，截至 2022年底，已完成四批次 433项审
批事项划转，“最多跑一次”事项占比超过

90豫，信易批、承诺办理等新模式得到市场主
体的认可。以“榆快办”为主体，“靖快办”“绥

时办”“米直办”“佳快办”等县域特色政务服

务品牌为重要组成的榆林市政务服务品牌集

群，成为了保障行政审批服务质量和效率的

“金字承诺”。

“去年我依靠‘桃花分’省了不少停车

费！”市民谢贞是一位私家车主，让她感受到

“真金白银”实惠的是榆林市近年来着力打造

的另一张政务品牌—“信用榆林”。

据了解，榆林市建立起以“信用榆林”App
为平台、以“桃花分”为核心的守信激励服务

体系，25种“信易”应用场景让超 45万榆林居
民获得信用红利。谢贞正是凭借良好的信誉

积累下的“桃花分”，节省了不少停车费。

同时，“信用榆林”也不断为榆林高质量发

展增添新动力，通过在财政奖补、行政审批、

提拔任用、公共资源交易等领域持续发挥效

能，榆林已建立起“逢办必查”的信用信息核

查机制，“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信用大格局

全面形成。截至 2023年 2月，榆林市综合信用
指数在全国 261个地级市中排名第 29位，位
居陕西省第一。

“榆林的高端能化产品和新材料产品引

来诸多客商，特色农产品、羊绒制品得到广大

消费者认可，‘治沙精神’令参观者动容。可以

说，品牌专场活动成功塑造了榆林全新城市

品牌形象。”榆林市发改委副主任周文军表

示，榆林将推动更多“榆林产品”向“榆林品

牌”转变。

■ 张爱华

5月 23日，茶百道 2023品牌发布会在浙
江杭州成功举办，继总部（四川成都）发布会

后，再次对其全新的品牌定位、视觉形象、产

品战略进行二次官宣。

据悉，茶百道在全国已有 7000+门店，依
托华东地区良好的营商环境及活跃的新消费

氛围，于江浙沪三地已开出近 2000家门店。
焕新而来的茶百道，将诸多品牌经典元素与

新鲜理念，融入其品牌战略、形象设计、产品

规划中。“好茶为底，制造新鲜”的全新的品牌

定位，将为华东乃至全国的亿万消费者带来

充满新鲜与品质的茶饮新体验。

以“中式茶饮引领者”为愿景的茶百道，

秉承“甄材识料”的深厚研发功底，基于全国

亿万用户的海量真实反馈，在快速发展的市

场面前不断自我迭代，持续为消费者提供最

好的产品体验。此次，以全新形象为原点，与

消费者沟通品牌重塑的理念与规划，也是在

向行业传递茶百道打造能够穿越经济周期的

品牌的野望与决心。

品牌 VI升级:“丁丁猫”
焕新担负品牌战略新使命

奶茶品类新茶饮, 是起于微末的新行业。
对于 2008年成都一个 20平米的奶茶店而言,
它没有想到,今天的“茶百道”连锁门店已覆盖
全国 330多个城市,数量突破 7000家。
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2新茶

饮研究报告》显示, 我国新茶饮市场规模从
2017年的 422亿元增长至 2021年的 1003亿
元。2023年,市场规模有望达 1450亿元。一路
走来的茶百道,见证了新式茶饮业的飞速发展
与风云变迁。

茶百道诞生之初,就提出做一杯“鲜果+中
国茶”的好茶饮。企业将茶叶进行萃取,保留茶
香风味,加入不同时令水果,茶香与鲜果相撞,
成就了那杯倍受年轻人喜爱的鲜果茶。由此,
诞生了一系列的爆品:杨枝甘露、豆乳玉麒麟、
招牌芋圆奶茶等等。

茶百道瞄准年轻人市场,采取独立自主的
产品研发模式,持续创新,不断探索天然食材
与中国茶的搭配,创造出高品质、多元化的茶
饮风味。

当品牌发展车轮来到今天,行业竞争越加
激烈,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茶百道回望当年要
做“好茶”的初心,把目光放在新一轮发展要求
的维度上重新规划,提出了“好茶为底,制造新

鲜”品牌战略。

虽然茶百道 VI形象系统几经迭代升级,
但仍不能承载品牌新战略使命。茶百道的品

牌表达中,从 2018年开始就有“丁丁猫”大熊
猫元素,但在品牌认知上,与消费者的关连还
不强。当茶百道提出回归“好茶”初心时,“蓦然
回首,却在灯火阑珊处”,那位承载品牌使命的
大使,就在眼前———可爱无敌的大熊猫。

集蠢萌、灵动、活泼于一身的丁丁猫,极具
亲和力,脱颖而出。这只“喝茶的熊猫”的丁丁
猫正式发布,成为茶百道的品牌图腾。手捧茶
杯与吸管的蓝色熊猫形象,亲切可爱的丁丁猫
与场景化新扮相,简洁、直观地传达了“一杯好
茶”的品牌诉求,既是对过去经典的回归,又是
对未来愿景的重塑。

大熊猫在地球上生存了至少 800万年,是
罕有的“活化石”,它们对于食材和生存环境的
选择特别挑剔。“熊猫栖息的环境,对海拔、湿
度、温度等都有严苛要求,它每天寻觅最新鲜
的竹子食用,讲究‘精贵’。这一点也与茶百道
的品牌理念契合。茶百道探寻最好的茶叶和

最新鲜的水果,只为做一杯让消费者满意的好
茶。”茶百道品牌市场中心负责人易瑞说。

大熊猫是国宝,在国际交往中是“友好大
使”,代表友谊、善良、和谐。在世人眼中,蠢萌
可爱的形象己深入骨髓。这种人们对大熊猫

已有的认知,是品牌需要的心智资源。
“连大熊猫都在捧着喝的茶饮,你能拒绝

吗?”“丁丁猫”的承续与嬗变,对大熊猫社会心
智资源的占有,不仅承载了“好茶为底,制造新
鲜”的品牌表达,而且为茶百道新一轮发展赋

予了品牌势能。

同时,茶百道英文名称从“ChaBaiDao”更
改为“ChaPanda”, 一方面可拓展品牌历史中
“熊猫”元素的延续,另一方面又能通过谐音点
题的方式关联“茶百道”中文发音,更重要的则
是,新的英文名,能更准确地体现茶百道对自
身产品所用茶底的高标准———茶饮业的“茶

中熊猫”、“茶中精贵”。

在茶百道的全新视觉形象系统上,将既有
的“蓝色”主品牌色优化为“Panda Blue”,增加
全新品牌辅助色“Tea Green”,颜色更明亮、更
年轻、更具识别性,更易加强消费者对品牌“好
茶为底,制造新鲜”的认知。优化后的中文“茶
百道”字体,更加简单有力、清晰直接。
“丁丁猫”焕新,一个超级品牌符号诞生,

它将担负茶百道品牌战略新使命。

产品升级:以探索求极致，
焕新产品矩阵

多年上下求索终得“道”的茶百道,以中国
茶为始,坚持中国茶的传承与创新,为当代人
创造多元的茶饮风味与文化体验。

发布会上,茶百道产品矩阵升级:宣布七
窨茉莉、坦洋工夫等四款茶底升级,同时茉莉
鲜奶茶、玫瑰鲜奶茶、酸奶紫米冰、酸奶牛油

果等新产品惊艳登场。

“茶底是承载每一款饮品口味的‘地基’,
茶底的好坏在顾客的味蕾中高下立判。我们

坚持原叶现萃,就必须使用品质优良、风味突
出且新鲜适口的茶原料。”茶百道产品研发总

监朱明星说。

多年来,茶百道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优质好
茶作为茶底,挖掘其独特风格和口感。为了找
到更好“香气”(鲜明、馥郁、高扬)和“滋味”(鲜、
嫩、回甜)的茶底,企业对全国茶产地、品种进
行不断探索和筛选,对茶培原料、拼配方式、制
茶工艺、冲泡工艺等不断尝试,力求找到更好
的茶底。

2023年, 为更好的提升饮品茶底风味,茶
百道全面升级主要产品线的茶底品质。以“七

窨茉莉”为例,将已经远高于平均选择标准的
五窨茉莉,升级到了行业少有用做制作奶茶的
七窨茉莉。可以窥见,茶百道以严苛的“挑剔”
和“探索”的精神,追求产品极致与完美。
未来,茶百道还将对坦洋工夫、奇兰、兰香

铁观音等 3款茶底进行全面升级,用更突出的
茶香和更纯粹的口味,传递给消费者更加高品
质的产品。

“多元化、个性化愈加凸显的当下,消费者
对于饮品的风味诉求和审美诉求,都在不断变
化演进。一个好的品牌交付给消费者的永远

是更好的体验和更好的产品,”茶百道品牌市
场中心负责人易瑞说,“将信仰付诸实践的成
功, 也让茶百道相信并坚持———好茶为底,可
制万物。”

“遍寻山海只为茶,万里不辍方为道。”茶
百道通过“挑剔好茶,探索好味”,来实现“好茶
为底,制造新鲜”。易瑞说道,“我们持续遍访茶
山,探寻新鲜原叶,关注茶叶从生长、采摘、制
作到入杯的每一道工序; 建立全球供应链体
系,用优质好茶,选时令鲜果,严控每一杯出品
质量。”

2022年的冬天, 茶百道在地处浙闽丘陵
的坦洋村寻得一味自带桂圆香气的小众茶

叶———坦洋工夫茶。据了解,坦洋工夫茶从明
末清初显名,百年前就拿下了巴拿马万国博览
会金奖。茶百道对坦洋工夫茶的采购,也让该
茶的制作工艺得到推广。

茶百道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寻找优质好茶,
对茶产地、品种不断探索和筛选;对茶培原料、
拼配方式、制茶工艺、冲泡工艺不断尝试,努力
追求极致的“完美出品”。

围绕全新的品牌定位和不变的“好茶”初

心,茶百道还将升级消费场景,打造时尚文化,
带给消费者新体验。

“让世界爱上中国茶”,是茶百道的品牌愿
景。这个中国新式茶饮的品质品牌,以“丁丁
猫”纯真呆萌、挑剔调皮的魅力,表达“好茶为
底,制造新鲜”新定位、新形象,将让消费者感
受到茶百道奔向新征程的“探索”力量。

■ 庞慧敏 蒋少萱

今年的“五一”假期，广西柳州这座城市

旅客量大幅度上涨，许多游客为了那碗“酸爽

臭辣”的螺蛳粉前来。

去年，广西柳州袋装螺蛳粉销售收入达

181.8亿元，其历史性突破的背后，离不开大
体量的原料供应，产业规模化给当地的农业

发展带来契机。

小乡村 大动能

连日来，在广西柳州市柳城县社冲乡的

螺蛳粉原材料基地里，农户们正忙着采摘、加

工螺蛳粉原材料。据了解，近年来，该县积极

打造柳州螺蛳粉原材料生产基地，在各乡镇

大力发展竹笋、木耳、螺蛳等螺蛳粉原材料种

养和加工产业，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振

兴。

作为社冲乡的龙头企业，广西绿星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采用“公司+基地+合作社+农
户”的发展模式，通过公司基地的专业技术制

作菌种，联合社冲乡思乡源种养专业合作社，

培训农户食用菌生产技术，带动农户种植杏

鲍菇、毛木耳等特色食用菌，有效助力乡村振

兴。

村民刘大姐从开厂就在这里工作了，现

在从事打包业务，她告诉记者，工作没几年，

她家就脱了贫，此前她一直在家务农，“现在

我工资每个月能达到 4000元，这在乡里已经
很高了！”

目前，社冲乡全力发展螺蛳粉原材料全

产业链，推动豆角酸笋腌制加工基地、蛋用鹌

鹑养殖基地、木耳种植基地、米粉加工和蔬菜

种植基地建设，为柳州螺蛳粉产业发展提供

优质原料。同时，辐射带动附近村屯群众发展

木耳、麻竹、豆角、鹌鹑鸟等种植养殖，实现农

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繁荣。现已完成千亩

麻竹连片种植，木耳种植 2000万棒，蛋用鹌
鹑苗养殖 300万羽，豆角种植超 1000亩。

小配菜 大效益

小米粉形成了大产业，豆角、木耳、竹笋

等作为制作螺蛳粉必不可少的配料之一，便

成了农户们的“致富经”。

春天正值豆角播种的时节，在柳江区进

德镇乐山村长安屯的豆角种植示范基地，机

械开行、村民播种，村民们如火如荼地开展豆

角种植工作。

“我们屯今年种了 200多亩豆角，群众都
非常支持。大家很开心也很勤奋，除非下雨天

做不了工，天晴时都主动来做工，不讲究工钱

得多少。我家入股了 5亩，希望今年豆角实现
大丰收。”村民黄大姐心里充满希冀。

豆角作为螺蛳粉原料之一，市场需求量

大。看中这一市场前景，该村村民自筹资金

4.6万元，平整修建了 1.2公里的产业路，盘
活了铁路沿线 200多亩土地，大力发展螺蛳
粉配套产业豆角种植，并以“村集体垣基地垣
农户”的形式带领村民入股，最大程度利用好

土地资源的同时，让村民与村集体增加收入，

预计豆角亩产量 4000斤。
像长安屯这样大力发展螺蛳粉原材料加

工的村子，遍布整个柳州。

记者从柳州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

柳州市继续积极创建连片螺蛳粉原材料种养

基地，扶持螺蛳粉原材料初加工，计划 2023
年，全市力争新建柳州螺蛳粉原材料示范基

地 8个，扶持柳州螺蛳粉原材料加工企业 3~
5个。

小米粉 大产业

2022年，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
600.7亿元，全产业链带动 30多万人就业。柳
州市市长张壮曾就“螺蛳粉特色产业”发言表

示，随着产业发展壮大，要进一步释放产业的

“外溢效应”，发挥产业带动力优势，推动柳州

及广西区内各地发展原材料种植养殖，助力

乡村振兴，实现一个产业带动一方就业、带富

一方群众、带火一方经济。

为坚持以标准化、品牌化的工业理念和

产业链思维来谋划螺蛳粉产业发展，柳州市

完善标准体系，推动产业规范化发展。制定并

严格执行相关标准，推动建立柳州螺蛳粉全

产业链标准体系，全面梳理螺蛳粉全产业链

6个子体系 480项现行适用标准，2022年新
研究制定柳州市地方标准 84项。
还先后获批成立柳州螺蛳粉检验检测中

心、广西柳州螺蛳粉质量检验中心、广西柳

州螺蛳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覆盖预包装柳

州螺蛳粉产品的全项检验能力，也涵盖螺

蛳、酸笋等原材料安全性指标检验检测能

力，目前中心检测能力已覆盖柳州螺蛳粉全

产业链 172个小类、173种产品和 2374 个
项目参数。

今年以来，柳州还开始实施螺蛳粉全产

业链“六大行动”，其中包括“强品牌”行动、实

体餐饮店提升行动、原材料品质提升行动、

“线上线下”市场拓展行动、扩大出口行动、产

业数据平台建设行动，以推动柳州螺蛳粉全

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柳州螺蛳粉
“网红”变“长红”

茶百道品牌升级：“好茶为底 制造新鲜”

陕西榆林：培育品牌优势 提升城市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