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岩人民热情欢迎您品尝，飘香四溢，色泽新鲜。

产品名称 罗岩人民热情欢迎您品尝，飘香四溢，色泽新鲜
。

公司名称 琦馨茗茶有限公司

价格 21.00/斤

规格参数 品牌:琦馨
种类:黄金桂
保质期:12个月以上（个月）

公司地址 中国 福建 泉州市 安溪县虎邱镇罗岩街道87号

联系电话 86 0595 26018985 15980498161

产品详情

品牌 琦馨 种类 黄金桂
保质期 12个月以上（个月） 特产 是
储藏方法 冷藏 售卖方式 包装
原产地 福建

安溪铁观音

培育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带动县域特色经济发展安溪县人民政府(2010年12月)

安溪县位于福建省东南部，全县总面积3057.28平方公里，总人口112万人。安溪县是名茶铁观音的发源地
，中国最大的乌龙茶主产区，是“中国乌龙茶(名茶)之乡”。安溪产茶始于唐朝，兴于明清，盛于当代
，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目前，全县拥有茶树品种70多个，铁观音、黄金桂、本山、毛蟹为四大当
家茶种。2010年全县茶园种植面积60万亩，茶叶产量6万吨，涉茶产值80亿元，名列全国重点产茶县第一
位。茶业涵盖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众多环节，全县有80万以上的人员从事与茶相关的行业，茶业
已成为安溪县的支柱产业、民生产业、传统产业、特色产业。2009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49亿元，
财政总收入15.8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90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7701元，已发展成为全国综合
实力百强县、中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强县、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百强县、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
争力百强县，入选“中国县域商标发展百强县”，福建省经济实力十强县、经济发展十佳县。近五年，g
dp年均增幅达15%以上，财政总收入增幅达25%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幅达12.1%。



国家乌龙茶良种繁育基地

一、环境独特，气候优越，精湛的制作工艺造就“安溪铁观音”铁观音，乌龙茶之极品，国家级茶树良
种，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铁观音要求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栽培技术及初制工艺非常独特，其中尤以
地理环境、气候条件要求更为严格。正因为如此，在栽培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铁观音至今仍局限在福
建、广东和台湾的个别地方种植，而且产地不同所形成的品质特征有很大的差异。安溪由于土壤、海拔
、积温、降水、温度、湿度等条件最适合铁观音形成最佳品质，最具乌龙茶特征，使得安溪铁观音具有
无与伦比的品质优势。自从清朝前期安溪茶农发现鲜叶经摇动磨擦可形成自然花香味而发明了乌龙茶制
作方法以来，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安溪铁观音制作加工工艺。安溪铁观音采用的原料是铁观音
树种的嫩梢，制作工序选择红茶和绿茶的工艺优点，经“三大阶段、十大工序”精制而成。工艺严谨、
技术精湛，而且每道工序都有其严格的技术操作规范和标准。如茶叶采摘技术，就要合理把握采摘条件
、采摘时间、采摘方法、茶青质量、茶青的运输和贮存等要素。制作出来的优质铁观音茶，条索卷曲、
壮结、沉重，呈青蒂绿腹蜻蜓头状；叶底肥厚软亮，具绸面光泽；茶汤滋味甘醇，回甘爽口，音韵独特
，香气馥郁持久，有“七泡有余香”之美誉。

生态茶园

二、破解难题，规范管理，精心呵护“安溪铁观音”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安溪产茶虽有一千多年历史，但
长期以来，安溪茶农主要以一家一户分散种植采收为主，企业、茶农商标意识、品牌意识、地域保护意
识不强。“安溪铁观音”具有显著品质特征、生长在独特的地理环境，属于典型的地理标志产品，为维
护安溪铁观音声誉，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铁观音茶产业健康发展，我县申请了“安溪铁
观音”“安溪黄金桂”证明商标。2000年4月，商标局予以核准注册。多年来，我县在组织实施“安溪铁
观音”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管理方面，认真实践，大胆借鉴，不断总结，用活品牌，已初步建立起一套较
为完善和规范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管理和使用制度，形成了政府统一协调、工商部门指导管理、有关单
位齐抓共管、商标所有人规范使用、商标使用者自律维护的工作格局。“安溪铁观音”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实施以来，已取得显著成效，先后被认定为“泉州市知名商标”、“福建省著名商标”、“中国驰名
商标”，截止目前共有219家企业获准使用安溪铁观音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约有265亿枚证明商标标识用
于茶叶产品上，整体运行和管理态势良好。我县的主要做法是： 1、抓好培训，让茶叶生产经营者全面
了解证明商标。通过举办培训班、聘请专家和学者讲授等方式，加强对涉茶部门业务人员的业务培训，
组织茶叶企业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系统学习证明商标注册、使用管理规则和法律法规。 2、广泛宣传，
提高“安溪铁观音”证明商标的知名度。一是加大宣传力度，扩大社会认知面。在县外各地各级电视台
、电台，以及各种报刊杂志、互联网等媒体刊登宣传广告，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公路干线设立大型宣传
广告牌，加大对外宣传推介力度，扩大“安溪铁观音”证明商标的覆盖面，扩大消费者的认知程度。二
是借助茶事活动宣传提升证明商标知名度。多年来，我们先后通过安溪铁观音神州行大型考察采风活动
、“观音铁韵�情满海西”大型茶文化活动、“世博名茶安溪铁观音�让都市生活更美好”上海系列茶
文化活动、首届海峡两岸(安溪)茶机具博览会等茶事活动大力宣传安溪铁观音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同时
，我们还组织证明商标准用企业参加国内外各种大型展会，并将商标标志的宣传与展示融入到茶事活动
当中，进一步提升市场知晓率和认知度。 3、建好制度，强化“安溪铁观音”证明商标的管理。一是抓
制度建设建立科学管理体系。制定完善了《安溪铁观音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安溪铁观音证明商
标实施管理细则》等规定，严格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许可使用条件和申请程序“严”字当头，把好五个关
口(即申请关、原料关、生产关、出厂关、年检关)，规范管理，从制度上全面加强管理服务。二是运用
现代手段规范商标使用。开发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软件，建立网站、信息服务和发布系统，便于消费者查
询；将专用标志和证明商标作为一个整体，统一标识、统一颜色、统一规格、统一印制位置，规范准用
企业商标印制使用。利用一系列现代科技手段，规范商标和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管理和使用。 4、管好
市场，规范“安溪铁观音”证明商标的使用。严格市场准入，实行“安溪铁观音”茶叶市场准入和抽检
制度，所有大宗茶叶进入交易市场，必须经过严格的检测检验。获准使用证明商标的茶叶企业，不准收
购外地茶叶，不得收购卫生质量不合格的原料。联合有关职能部门经常开展茶叶市场规范整顿，大力整
顿和规范使用“安溪铁观音”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茶叶外包装行为。强化跟踪监督检查，要求经销商所销



售的茶叶必须提供产品合格证明、食品检验报告单、销售专用凭证、销售信誉单，并使用价牌明码标价
，凡质量不合格或手续不齐备的产品，一律清理出市场。 5、抓好保护，树立证明商标的形象和权威。
一是向全国各地乌龙茶主销区的工商、质监等部门通报我县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情况，借助外力，保
护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打击各种假冒伪劣行为。二是建立商标维权网络，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未经
许可擅自使用“安溪铁观音”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违法行为，保护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专用权，构建包
括市场监控、侵权调查、行政投诉及查处等一整套维权体系。三是建立“安溪铁观音”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打假维权队伍，并依托安溪茶叶协会网络，专门收集侵权、假冒情况，一旦发现市场出现侵权假冒产
品，立即进行打击。四是在日本、俄罗斯、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20个国家和地区申请“安
溪铁观音”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国际注册，并在商标45个类别上注册“铁观音”防御商标，同时，做好
恶意抢注的争议异议工作。三、品牌树立，实力提升，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带动安溪经济大发展近年来，
安溪铁观音屡获殊荣，先后荣获外商最熟悉和最喜爱的中国名牌、“福建省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具影响力
、贡献力品牌”等称号，去年，在上海世博会联合国馆、上海市茶叶学会和“中国世博十大名茶”招管
会联合主办的“中国世博十大名茶”签约仪式暨世博茶经济论坛上，安溪铁观音被评为“中国世博十大
名茶”第一位。一业兴，百业旺。“安溪铁观音”证明商标注册和使用以来，给安溪茶产业带来了勃勃
生机，带动了安溪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实施，消费者逐步认准贴(印)有“安溪铁
观音”证明商标标识的产品购买，有效打击假冒伪劣行为，对规范茶叶等级、提高茶叶质量起到良好的
促进作用。全县建有优质铁观音生产基地20万亩，绿色食品茶叶基地15万亩，有机茶园基地2万亩。现在
安溪乌龙茶的平均价格较2000年高出90%。已形成福建、广东、长江流域和北方等四大市场；外销方面，
由日本、东南亚逐步扩大到俄罗斯、欧洲、美洲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9年出口量约16000吨，创汇500
0多万美元。其中，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还形成了安溪茶叶一条街，“安溪铁观音”倍受俄罗斯人的宠爱
。全县已涌现出了“凤山”、“八马”、等一批有影响力和知名度的茶叶品牌。随着茶产业的发展壮大
，带动了茶文化旅游、茶叶包装、茶叶机械、茶叶食品、交通运输以及城镇建设快速发展，茶农收入大
幅提高。据统计，实施证明商标保护前的1999年，全县茶农直接从出售茶叶得到的收入人均仅为790元，
占当年茶农人均纯收入的24.8%；而2009年，全县茶农人均直接从出售茶叶得到的收入4420元，是1999年
的5.6倍，茶农人均纯收入的比例与同期比也提高了58%。安溪铁观音改变了安溪农民的命运，改写了安
溪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综合几年来安溪县管理和使用证明商标后给安溪茶产业带来的深刻影响和巨大
变化，我们深深体会到：对农村特色产品实施证明商标保护，实施品牌化发展战略，是促进农业发展、
扩大农产品出口、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手段；做好“安溪铁观音”证明商标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对于提
高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提升农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具有重
要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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