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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势发展
四川品牌经济成果斐然

品牌是质量的集大成者。
近年来，四川始终高度重视品牌建

设，坚定实施品牌发展战略，出台政策支
持品牌发展，着力打造品质四川，如今看
来，成果斐然。

2020 年，虽受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但四川品牌经济发展势头却依
旧良好，尤其是地理标志品牌，不少品牌
企业的销售收入都较上一年同期有了大
幅增长。川茶、川酒、川菜、川小吃等增长
幅度都在 10%以上，有的甚至超过了
20%，企业实实在在尝到了品牌经济的甜
头。

2020年11月，省知识产权服务促进
中心联合省发展与改革委联合印发了《品
牌四川·光彩中国——四川商标、地理标
志品牌经济培育专项行动方案》，在全国
率先将商标地标统一在品牌经济旗帜下，
以知识产权新经济推进实施8大行动，这
一方案在四川各市州尤其是基层反响良
好，给广大品牌企业增添了内生活力。

为进一步推动四川品牌经济发展，打
造更高的地标企业发展平台，四川省知识
产权中心在2020年第四届天府知识产权
峰会上，成功举办了“中华地标品牌与产
业发展国际研讨会”，进一步将天府地标
产品与国际市场接轨。

同时，为更好地让四川地理标志品
牌走出盆地，走向全国，扩大四川品牌
的影响力，省知识产权中心还先后完成
了“解码中华地标”10 个专题片、11 个
地标产品的摄制播放工作，并会同四川

电视台完成“走进天府地标”的“川小
吃”2 个领域、13 个地标产品的宣传拍
摄和播放。

经过一年的努力，不少品牌企业都找
准了自己的市场定位，明确了发展思路，
企业发展也驶入了快车道。比如中欧互
认的首批四川地理标志产品五粮液和郫
县豆瓣去年销售收入分别为 1211 亿和
120 亿，同比分别增长 12%和 10%，东坡
泡菜销售收入 185 亿，较上一年增长了
20%，还有米仓山茶和天府龙芽，较上一
年分别增长了15%和6.5%。

四川的品牌经济正进入一个快速发
展期。

品牌赋能
向世界递出“四川名片”

在本届中国品牌日活动期间，“四川

省地理标志品牌地图”在现场首发，这也
标志着四川省借助先进数字科技，在以

“美丽天府地标 服务乡村振兴”为主旨的
地理标志产业发展工作上又迈出了创新
的步伐，同时也向世界递出了“四川名
片”。

据 了 解 ，“ 四 川 地 理 标 志 品 牌 地
图”汇聚四川 21 个市州、183 个县市区
的 14 类共 683 个地理标志品牌产品，

“品牌地图”以地理坐标为基准，让四
川优质的地理标志产品融入每一个人
的生活。

近年来，为进一步推动四川品牌经济
发展，打造更高的地标企业发展平台，四
川做了大量的工作和尝试，在第四届天府
知识产权峰会上，还成功举办“中华地标
品牌与产业发展国际研讨会”。

同时大力实施商标战略，截至目前，
四川累计有效注册商标 83.4 万件、总量
位居全国第 9；驰名商标保护累计 294
件，地理标志累计总量达373件，马德里
商标累计国际注册592件。在多面发力
的情况下，四川也同步加大知识产权执
法保护力度，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推动

“两法衔接”，严厉打击商标侵权假冒违
法行为。

正是这些努力，才能让四川品牌发
展“乘风破浪”加“C 位出道”。据悉，
目前全省有机产品获证企业 991 家，证
书 1335 张。长虹、五粮液等 14 个品牌
入列 2019 年“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
排行榜”。

与此同时，四川省还在全国率先开展
省级知名品牌示范区创建，成功创建国家
知名品牌示范区7个、省级19个；获批国
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6个，居全国第1；
培育省级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创建区
46个。

2020年，虽受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但四川品牌经济发展势头
却依旧良好，尤其是地理
标志品牌，不少品牌企业
的销售收入都较上一年同
期有了大幅增长。川茶、
川酒、川菜、川小吃等增长
幅度都在10%以上，有的
甚至超过了20%，企业实
实在在尝到了品牌经济的
甜头。

四川品牌发展“乘风破浪”
“川字号”走向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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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达州市大竹县坚持把深入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
务，扎实推深做优党史学习教育相关工
作，着力弘扬“大道至简、虚怀若竹”大竹
精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以优异成绩向
建党100周年献礼。

坚持带头部署、带头学习、带头宣讲
“三个带头”。县委书记带头主抓，加强统
筹安排和分类指导，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
带头抓具体、抓执行、抓落实。以县委中
心组学习为“龙头”，一体推进，通过学习
会专题学、主要领导辅导学、讲座讨论交
流学，做到先学一步、深学一层。结合落
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县级领
导带头在干部读书班上讲党课，力求党课
有党味、接地气、不落俗。县委主要领导
亲自担任县委宣讲团团长，并带头深入基
层开展面对面、互动式座谈宣讲。

坚持点面融合、上下融合、动静融合
“三个融合”。点上辐射发力，充分运用本
土红色资源，创新党史学习教育“第二课

堂”；面上一体发动，组织“竹之声”宣讲队
广泛开展“七进”基层宣讲，累计受众超
45 万人次。线上将全国专家、名师的党
史教育优质课程纳入网络教学内容；线下
组织各界文艺人士创作文艺精品，推动学
习教育“形、实、魂”有机统一。创新开展
全民悦读党史、主题展映展播、志愿服务

活动、演讲比赛、评先选优等群众性活动，
确保全年每月一活动、每月一主题；深入
挖掘党史资源，编撰史料文献，报送社科
课题24项，数量居全市第一。

大竹县在党史学习教育开展过程
中的系列举措，促进了经济发展大提
升、民生实事大提升、文明创建大提升

“三个提升”。
目前，大竹县正在把党史学习教育成

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源动力”，积
极谋划融入“双城圈”、建好“示范区”、共建
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等工作，确保“十四
五”开好局、起好步。今年以来，已引进25
个重大项目落户川渝合作示范园区，招商
引资到位资金 177 亿元。一季度，全县
GDP增长88.3亿元，同比增长10.7%。

按照“边学习、边调研、边解决”的工
作思路，大竹县积极推进“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深化县城社区民生实事、乡
村振兴、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等重点工作，
现已梳理群众反映强烈问题500余条，完
成办理群众“急难盼愁”事项132件。

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启动
以来，大竹县深入整治突出问题，开展集
中整治事项5000余件，广泛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参与志愿服务的团队940个、志
愿者121958人，全面提升了公民文明素
养水平，文明城市创建已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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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大竹县：
转化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大竹县委书记李志超（左三）带头讲党课。

5月10日-12日，以“中国品牌，世界共享；聚力双循环，引领新消费”为主题的2021年中国品牌日系列活
动在上海举办。作为品牌界“奥斯卡”，今年的中国品牌日活动毫无疑问再次吸引了众多知名企业参展。

四川同样没有缺席，此次线上线下展馆一共有50家知名企业参展。事实上，如今的四川品牌经济正
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极具分量，中国品牌日活动也是四川品牌对外展示的一个重
要舞台。

自2020年以来，四川各地各部门聚焦“四川制造、四川建造、四川文旅、四川农业”，培育了一大批区域
优势品牌，四川品牌影响力竞争力进一步提升，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1年中国品牌日系列活动在上海举办，“川字号”向世界递出“四川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