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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是我国最早
栽培银杏的地区之一，目前已有三千
多年的种植历史，现存百年以上树龄
的银杏三万多株。1999 年，郯城县
被授予“中国银杏之乡”称号；2009
年，经中国国家工商总局审定，批准
“郯城银杏”地理标志商标注册，历
史悠久的“郯城银杏”得到了国家法
律的正式保护。近年来，郯城县立足
本土资源优势、外部市场需求，抓住
了“郯城银杏”的品牌可塑性，在促

进产业转型升级、打造文化产业品牌
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本文将通
过分析“郯城银杏”文化产业品牌的
构建策略与现存问题，进一步提出其
在乡村振兴视角下的发展路径。

一、“郯城银杏”文化产
业品牌的构建策略

打造文化产业品牌，需要分析产
业资源，明确文化产业品牌定位。郯
城全县银杏分布广泛，定植数量较多，

清代便已是“出门无所见，满目白果
园，屈指难尽数，何止株万千”。如
今，在郯城县新村乡还有一棵树龄
三千多年的“老神树”，被全国绿化
委员会列为“中华名木”，吸引了全
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赏祈愿。银杏在
全县范围内的广泛种植便是郯城县打
造“郯城银杏”文化产业品牌的天然
优势，而“老神树”更是为“郯城银
杏”平添了几分传奇色彩，提高了品
牌知名度。郯城县以银杏资源为中心，

摘  要：“中国银杏之乡”和“郯城银杏”是郯城县的第一金字招牌与重要名片。近年来，
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外部市场需求，抓住了“郯城银杏”的品牌可塑性，
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打造文化产业品牌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本文依托郯城银杏的发
展实际，论述了“郯城银杏”文化产业品牌的构建策略与现存问题，并结合乡村振兴战略，
提出了“郯城银杏”文化产业品牌在生态振兴、产业振兴、文化振兴三个方面的可行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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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充分利用银杏作为“活化石”“植
物界的大熊猫”的经济价值以外，还
深入挖掘附加在银杏资源中的观光旅
游、休闲审美等文化价值，深入分析
文化产业资源的潜在价值、发展需求、
未来效益 。

打造文化产业品牌，需要整合产
业资源，提高文化产业品牌价值。郯
城县积极整合银杏资源：在第一产业
中，郯城县实行标准化、规范化栽培，
提高银杏栽培技术与水平；在第二产
业中，郯城县积极扶持银杏产品深加
工企业，全县银杏果、叶加工与黄酮
甙提取、银杏系列食品生产等加工企
业已有近百家；在第三产业中，郯城
县投资 1.2 亿元成功建设的国家 4A
级景区“中华银杏文化生态园”。郯
城县积极整合产业资源，紧紧围绕银
杏产业促进全县种植业、林业、医药
食品加工业、旅游业联动 , 形成了一
条相对完备的产业链，第一产业、第
二产业、第三产业都为“郯城银杏”
文化产业品牌构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
撑，促进其品牌效益与价值不断提高。

打造文化产业品牌，需要立足发

展需求，进行文化产业品牌推广。郯
城银杏节是集产品展示、信息交流、
文化旅游、招商引资于一体的经济盛
会，至今已成功举办七届。其中，在
2015 年的第三届中国（郯城）银杏
节暨银杏产品交易会上，更是提出了
“弘扬银杏文化，促进产业发展”的
主题，银杏文化与民俗展、银杏生态
观光考察、银杏书画摄影展、银杏学
术研讨会、银杏产品交易会等活动异
彩纷呈。古郯文明与银杏文化交相辉
映，充分向社会各界展示了“中国银
杏之乡”的文化底蕴与“郯城银杏”
文化产业品牌的雄厚实力。郯城县在
“郯城银杏”文化产业品牌的发展过
程中不断加强对外宣传力度，通过全
方位的宣传提高品牌知名度，以雄厚
的产业资源巩固品牌地位，并进一步
开拓文化产业市场，从而满足其以品
牌促发展的需求。

二、“郯城银杏”文化产
业品牌的现存问题

郯城县从上述三个方面尝试打造

“郯城银杏”文化产业品牌，取得了
一定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
益，但也存在着一定问题。 

首先，“郯城银杏”文化产业品
牌缺少整体规划。“郯城银杏”的区
位优势、规模优势、品牌优势都很明
显：郯城县位于山东省最南端，与江
苏省接壤，京沪高速、205 国道等贯
穿全境，交通便利；郯城县拥有 200
多个银杏专业种植村，全县银杏种植
面积多达八千多公顷；郯城县是全国
性银杏苗木集散、交易中心，“中国
银杏之乡”远近闻名。但是，郯城县
在“郯城银杏”文化产业品牌构建过
程中缺少统筹规划，没有充分发挥先
天优势，导致品牌战略缺位，尚未形
成文化产业集聚效应。郯城银杏以第
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为发展基点，重心
逐渐向第三产业倾斜，但经济发展尚
缺乏文化赋能，未焕发出文化产业在
“郯城银杏”品牌塑造中的创造活力。

其次，“郯城银杏”文化产业品
牌的创新机制不足。目前，郯城县虽
已有万亩银杏园、银杏古梅园等景区，
但还都只是初具规模，未从景观设计
中凸显当地文化特色，落入了旅游景
区的同质化窠臼。“郯城银杏”文化
产业品牌过于依赖传统产业，在文化
项目规划、文化产品设计、基础设施
建设、营销宣传等方面缺少智力、创

图 1 郯城“老神树” 

图 2  郯城县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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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支持，导致品牌塑造囿于原始的观
光旅游模式，品牌中的银杏文化元素
没有显现出来，以休闲体验为主的文
化旅游与生态旅游特色也不突出。 

最后，“郯城银杏”文化产业品
牌的识别系统不突出。“郯城银杏”
作为一个国家级地理标志商标，商标
式样只是一个以银杏叶与果为主的
简单黑白图案，当地人对此商标都鲜
少见闻，而“郯城银杏”作为一个文
化产业品牌，至今还没有一个富有鲜
明个性与特性的品牌形象。此外，“郯
城银杏”空有品牌外壳，文化灵魂尚
未注入其中，产品品牌、企业品牌在
传播过程中没有带动“郯城银杏”文
化产业品牌同步传播，导致“郯城银
杏”的视觉识别系统、理念识别系统、
行为识别系统模糊，公众对其认知度、
认可度较低。

三 、 乡 村 振 兴 视 角 下 的
“郯城银杏”文化产业品
牌发展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战略。
郯城县沿沂河两岸分布的港上、新
村、马头等乡镇都是银杏的集中种

植区，因此郯城县可以搭乘乡村振
兴东风大力培育“郯城银杏”文化
产业品牌，实现乡村振兴与文化产
业发展的互利、经济增长与文化传
播的共赢。

第一，构建“郯城银杏”文化产
业品牌应以生态振兴为出发点。在高
速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在人们心中成
为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存在，但人们向
往的是美丽宜居的乡村，而不是环境
脏污的乡村。“金山银山”无法取代“绿
水青山”，乡村振兴不是以破坏生态
环境为代价，而是以优化生态环境为
目的。

因此，乡村振兴视角下的“郯
城银杏”文化产业品牌构建要以生态
振兴为根基。银杏种植本就对气候、
土地、水源等生态环境有一定的要
求，所以银杏种植广泛的各乡镇可谓
是坐拥“绿水青山”，打造“郯城银
杏”文化产业品牌便要充分发挥这一
生态优势，并以此为契机更好地治理
村居环境。构建“郯城银杏”文化产
业品牌，可以充分利用银杏在乡村范
围内种植面积广泛的优势，将银杏集
中种植区内的乡镇打造为一个资源
集聚的“银杏生态圈”，形成大型天
然“银杏林氧吧”，并沿沂河两岸对
银杏景观进行保护性开发，对民居环
境进行规划性整治，在银杏生态圈内
设计以“回归自然”为主题的生态旅
游路线，为游客提供得以摆脱都市雾
霾的一方净土。“康养”已成为人们
日常关注的重要议题，“郯城银杏”
可以进行“生态 + 康养”的结合。
当“生态”成为“郯城银杏”的代名
词，如果想体验清晨万亩银杏林中的
第一缕阳光，想品尝无添加的银杏食
品，想感受与金黄银杏叶为伴的林间

瑜伽，就只能到郯城县来，那么“郯
城银杏”文化产业品牌也就拥有了得
天独厚的竞争力和其他文化产业品
牌无法比拟的垄断性，而在打造以“生
态”为主题的文化产业品牌的同时，
乡村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治理，经济发
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尖锐矛盾被巧
妙化解。

第二，构建“郯城银杏”文化产
业品牌应以产业振兴为切入点。产业
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郯城
银杏”作为文化产业品牌自然要大力
发展文化产业。“郯城银杏”的第一
产业、第二产业已经为文化产业的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产业振兴还需
要创意加持。在品牌构建初期，“郯
城银杏”可以主攻“周边游”。但如
果想要提高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还
需要打造有创意、有特色、有吸引力
的产业项目，而加大科技创新投入、
发展乡村体验经济便是极佳选择。

因此，乡村振兴视角下的“郯
城银杏”文化产业品牌构建要以体
验经济带动产业振兴。“郯城银杏”
可以搭乘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移动终端和智能
互联网的便车，乘势而上，实现跨越
式发展：搭建智慧旅游终端综合服务
平台，为消费者提供票务、导游、预
约、旅游路线个性定制等网络便捷服
务；将银杏园林内各种文字、图像、
视频、声音信息以数字化形式进行三
维立体呈现，提高游客游览、体验的
惊喜度与回忆度；挖掘分析大数据之
下的用户行为、数据、特征，为游客
提供更好的服务，使用户拥有更佳体
验感……此外，还可以打造“吃住行
游娱购”一体化的乡村综合旅游体验
服务圈，从银杏种植业、银杏产品加

图 3“郯城银杏”地理标志商标 

94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工业中衍生出一系列体验项目，例如
游客可以在银杏树下一边喝银杏茶、
一边欣赏金黄银杏叶旋落，可以在富
有田园生活乐趣的农家民宿里烤食
银杏，可以在万亩银杏林中亲自种植
银杏苗木。“郯城银杏”文化产业品
牌可以开拓参与型、互动型、体验型
三位一体的全新文旅模式，使游客在
旅游观光的同时，与银杏为伴，以乡
土为友，收获独特的“慢生活”休闲
体验与审美体验，从而提高文化产业
品牌的知名度。

第三，构建“郯城银杏”文化产
业品牌应以文化振兴为落脚点。文化
产业之“文化”，反映的是人们的生
活形态，文化产业品牌固然包含着人
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但也承载着人
们的精神寄托。

因此，乡村振兴视角下的“郯城
银杏”文化产业品牌构建要进一步强
化文化元素、弘扬银杏文化。对内而
言，文化振兴首先要培育优良质朴的
乡风、家风、民风，村民是乡村振兴
中文化产业品牌的第一代言人。以文

化为内核的文化产业品牌，必然带有
地域文化的烙印，并渗透到人们日常
生活的方方面面，村民的一言一行会
直接影响游客对“郯城银杏”的直观
印象，所以要对本土居民进行潜移默
化的文化熏陶，使古郯文化、银杏文
化内化于村民之心，使乡村文明新风
外化于村民之行。对外而言，文化产
业品牌要注重文化传播，最直接的文
化传播便体现在将文化融入乡村规
划、景观设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品
牌识别系统之中。“郯城银杏”文化
产业品牌在构建过程中，应当将古郯
文化、银杏文化通过创意加工而与村
落、景观巧妙结合，并设计彰显文化
意蕴的品牌形象，通过各种形式的营
销、推广、宣传促进品牌传播，展现
乡村文明新风貌，推动品牌文化传播。
“郯城银杏”可以每年定期组织银杏
手工艺品大赛，鼓励当地村民以银杏
为原材料进行创作、销售，以此增强
当地居民对“郯城银杏”的品牌认同
感，同时各具创意的银杏手工艺品也
能吸引外地游客了解“郯城银杏”；

可以举办“银杏林”乡村音乐会、银
杏文化诗联文赋书画展等活动推动
文化传播；可以推出“郯城银杏”主
题微电影，展现郯城县当代乡村的全
新气象与“郯城银杏”文化产业品牌
的深厚底蕴……在个性张扬的时代，
具有深厚文化与鲜明识别系统的文
化产业品牌更有利于塑造品牌个性、
增强品牌亲和力、丰富品牌内涵。打
造“郯城银杏”文化产业品牌需要与
时俱进，在满足消费者物质需求的同
时进一步关注他们的精神需求、文化
诉求，从而激活产品创造力、产业凝
聚力与市场活力。

文化产业与乡村振兴相互融合
是打造文化产业品牌的一条行之有
效的路径。乡村振兴视角下，“郯城
银杏”文化产业品牌可以依托乡村现
有优势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同时又能
以经济效益助推乡村生态振兴、产业
振兴、文化振兴，二者相辅相成、相
得益彰，但是乡村还需要不断提升文
化品位，品牌也应该及时抓住乡村的
发展热点，注意突出乡村亮点，以文
化为内核，不断培植新兴项目，以充
分展现文化产业品牌的文化理念与
品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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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源于网络）图 3  郯城县银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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