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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记者来到位于沙坪坝区的乡
村规划设计（重庆）有限公司时，负责人曾科
斯刚送走涪陵区武陵山乡的客人——在最
新出炉的全市农产品加工业创新设计大赛
获奖名单中，这家公司参与的多个项目榜上
有名。

农产品设计包含了农产品品牌定位、品
牌形象打造、产品品类及包装设计等一系列
内容。近年来，越来越多人认识到设计的重
要性，武陵山乡也是经过多次沟通了解后，
有了此次进一步的上门会谈。“2017年我们
开始做农产品设计时，一年接的项目加起来
还不到100万元，现在已经达到2000万元
左右，这就是有力的佐证。”他说。

勇“吃螃蟹”的设计人

曾科斯与农产品设计结缘于2016年。
当时，从事工业设计的他到杭州参加了

一个全国性的工业设计大会，论坛上分享的
一个案例让他眼前一亮。

永辉超市的一名采购经理获悉陕西柿
子滞销的情况后，在公司内部组建团队，开
发了柿饼这一加工产品，并打造了“柿子红
了”品牌，一推出就在网购平台销量大涨，成
了网红零食。

“柿子这个单品比较小众，消费市场有局
限性，但一个小小的设计就能解决销售大难
题。”在曾科斯的老家璧山，多年来也存在村
民种的水果卖不出去、卖不起价的情况，那一
刻，曾科斯做出了转向农产品设计的决定。

回到重庆，他满怀激情地向所在公司
提出开辟农产品设计业务板块，但遭到拒
绝。当时农产品设计在沿海也才刚刚兴
起，重庆地区还没有人做。曾科斯不愿放
弃，并深入各地开展市场调研，希望用调研
结果向领导证明设计赋能农业的发展趋
势。在他的坚持下，公司同意给他一年的
考核期试一试。

曾科斯邀请到志同道合的同事组建了团
队。“当时，许多企业都对农产品设计不了解、
不感兴趣，我们又是一群刚上路的‘小白’，寻
找合作者是很大的挑战。”曾科斯说，团队反
复商量后，最后决定借助当时的“设计下乡”
行动，在生产一线寻找业主开展合作。

创造新的消费场景

2017年，在一场农交会上，曾科斯遇到
了自己的首个合作者李建波。

李建波是黔江的蜜蜂养殖大户，常年养
蜂120多箱，年产值30余万元。经常到其
他省市参展的他感慨：“同样的蜂蜜，人家可
以把包装做得很精美，一下子就能吸引消费
者注意，而且还会觉得品质更好，我们为什
么就不能有自己的设计、开拓更大的市场？”

双方一拍即合。看到李建波的蜂蜜后，

他发现了问题：“他的蜂蜜都是用透明的塑
料瓶来装，而市面上比较出名的蜂蜜品牌都
用玻璃瓶，看上去品质感就不一样。”

包装升级是第一步。改换玻璃瓶、设计
品牌LOGO、调整包装密封技术……随着
包装的不断改良，李建波的蜂蜜价格也水
涨船高。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产品在市场
开拓上始终没有大的突破。

怎么创造新的消费场景，吸引新的消费
群体？曾科斯注意到，现代都市人群更关注
便携、健康、卫生，瞄准市场需求，他相继设
计了牙膏管装、条装、铝杯装、挤压瓶装等不
同包装形式的产品。

“挤压瓶卫生，牙膏管不易渗漏，条装便
携还能精准控制糖分摄入，用不同的产品满
足不同消费群体的习惯和需求，消费群体就
能逐步扩大。”李建波对这些设计很是佩服，
如今他的养殖规模已提升至1000箱，年产值
超1000万元，设计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设计可以从很多方面为农产品赋能。
带着这样的理解，近年来曾科斯和团队为陈
麻花设计了符合年轻人喜欢的小包装产品，
为永荣牌永川秀芽做了高端品牌形象升级，
他们在重庆的农产品设计案例已近40个。

从前端介入全产业链设计

2019年，在市农业农村委举办的一次
农产品加工技术交流会上，曾科斯与丰源花
椒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华忠相识。当时，杨华
忠正为花椒出口业务着急。

杨华忠觉得，只要东西好，肯定有市场，
所以在产品包装上没有过多重视，干花椒都
用塑料袋装。曾科斯建议对包装进行升级，
从材质、包装图案、产品说明等细节入手，满
足国外市场的需求。此后，根据曾科斯的建
议，还推出了花椒礼盒等，其效果也立竿见
影——公司年出口额从近3000万元提升至
目前的6700万元。

在合作期间曾科斯发现，丰源花椒公司
修建得很漂亮，周边环境也很好，植被茂密，
具备乡村旅游的基础，于是他萌生了全产业
链设计的想法：“工业观光很有市场，在不影
响工厂生产的同时，通过设置独立的参观通
道，完全可以把研学等业态做起来。”

基于此前良好的合作基础，杨华忠愿意
一试。如今，曾科斯正在为全产业链设计项
目制定规划，计划建设观光台、凉亭、餐饮等
配套设施，同时优化美化环境，搭建农旅融
合的框架。

在产业前端，曾科斯考虑对花椒品种进
行更换，“我们通过市场调研把产品定位明
确下来，然后根据定位，从土地整治、种子、
种植技术、加工技术、包装设计到产品营销
制定全盘生产计划，确保品质稳定可控。”在
他看来，全产业链设计是未来农业发展的必
然趋势。

九龙坡西彭镇：
稻谷“申绿”成功

近日，九龙坡区西彭镇新民村喜乡遇合作社的650
亩稻谷，经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审核认证，获得绿色食
品认证。

绿色食品，是指产自优良生态环境、按照绿色食品
标准生产、实行全程质量控制并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使
用权的安全、优质食用农产品及相关产品。绿色稻谷
认证，对于土壤品质、灌溉水源等条件有严格要求，在
农药和化肥使用上还必须按照绿色食品使用准则使
用。对于种植户来说，绿色稻谷从播种育苗到收获，期
间用药、施肥、田间管理等方面都有严苛的要求。通过
绿色食品认证的产品有效期为3年，每年监管部门都会
对绿色食品生产单位进行年检，对农产品要抽样检测，
期满后，须开展续展认证。

喜乡遇合作社把小、散土地经过宜机化整治后，形成
了650亩成片的平整耕地，通过机械化播种、绿色施肥、
无人植保等先进管理方式种植水稻。待今年水稻丰收，
除去分红后可有100吨稻谷销售到市场。

九龙坡区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狠抓农产品质量
与安全，目前有20家企业36个产品获得绿色食品认证，
喜乡遇合作社的水稻“申绿”认证在当地还是首例。

通讯员 邬姜

铜梁小林镇：
砂糖李销往北上广

截至6月24日，铜梁区小林镇庆云村的砂糖李已经
外销20多万斤，其中3万斤砂糖李远销到北上广。

小林镇是铜梁边远山乡，以庆云村为核心区的砂糖
李种植已有上百年历史。砂糖李个头饱满、酸甜适度、香
脆化渣、口感特别好，先后荣获国家地理标志、国家A级
绿色食品等荣誉。

近年来，小林镇把砂糖李作为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加
以发展，通过一手抓规范化规模化种植，一手抓无公害栽
培，全镇砂糖李种植面积达到4000多亩，今年的总产量
有300多万斤。

当地有关部门积极为果农搭起通往大市场的桥梁，
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推介小林的砂糖李，并与移动、邮政电
商平台和巾帼直播推介团队以及多家果品经销商达成了
营销协议，让砂糖李卖得出、卖得远、卖得好，鼓起农民的

“钱袋子”。
通讯员 赵武强 李拉拉

巫溪：
人工培育极危物种川东灯台报春

2022年重庆阴条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极危物
种川东灯台报春，该物种被列为重庆市级重点保护植
物。保护区工作人员采摘了1000颗种子在田间进行实
验，目前已培育出10株小苗，正在进行繁育探索和研究。

川东灯台报春为我国特有植物，根据花柱长短差异，
该物种的花可分为长柱头型花与短柱头型花两种类型。
川东灯台报春花色艳丽，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现如今，
除重庆巫溪和城口外，湖北神农架林区也有少量分布，阴
条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川东灯台报春生长最丰富的地
区之一。

川东灯台报春生长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深山老林
里，分布在林荫下。每年5月至6月，紫色的报春花花开
正艳，随风摇曳，很是惹人喜爱。为使极危物种生长延
续，重庆阴条岭国家级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采摘种子进
行人工栽植，目前已取得初步成效，下一步还将开展种子
繁育科学研究。

通讯员 龚德财 段翔飞

江津金龙村：
有机蜂糖李现场随便吃

近日，江津区石门镇金龙村的200多亩蜂糖李成熟，
果实硕大饱满，糖度高，现场品尝随便吃。

金龙村蜂糖李采取有机栽培，不使用催熟剂，通过有
机认证。

单个果子40克以下的，30元一斤；单个果子40克以
上的，40元一斤；单个果子50克以上的，50元一斤。

联系人：何老师；电话：15922786385
通讯员 曹成

巴南沿滩村：
高山奶油西瓜5元一斤

近日，巴南区圣灯山镇沿滩村的高山奶油西瓜进入
采摘期，香甜可口的西瓜解暑又清凉，引来众多市民采摘
品尝，入园采摘5元一斤。

奶油西瓜果肉呈白色，长在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
上，需施特定的生物有机肥，控制每株苗只留一个瓜，精
心培育才能种植出来。奶油西瓜入口甘甜，有一股淡淡
的奶油味，风味独特。

联系人：马老师；电话：18523142382
通讯员 罗莎

设计，让土特产“潮”起来
前不久，在全市食品与农产品加工高质量发展产业生态大会上，“乡村振兴——亚洲一乡一品设计大赛”宣布

将于今年8月启动。

同期，我市公布农产品加工业创新设计大赛金奖名单，并举办专场对接会，促进成果

转化。

紧锣密鼓的活动背后不难看出，设计为乡村振兴赋能的作用日益凸显。近

日，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两家与农产品加工设计相关的公司，看他们如何为乡村
振兴注入设计力量。

民以食为天，随着消费升级，市面上
农产品品类越发繁多，市场竞争日益激
烈。如何第一时间抓住消费者眼球，激
起购买欲望？包装设计毫无疑问是最直
观、最直接的冲击。同样的产品，有了更
符合商品特性的精美设计和包装，无形
中可以提升产品品质感，消费者更愿意

埋单。
市场上，很多农产品都曾因为“土味”

包装被诟病。我市的柑橘品质上乘，但销
售情况一直不太理想，重要原因是因为包
装相对简陋。大多数企业重视产品品质，
却忽略了包装设计，要么找印刷公司随便
对付一下，要么几十年如一日沿用一个老

包装，跟不上时代审美，拉低了产品在消
费者心中的形象，逐渐被市场遗忘。

一个好的包装设计，到底能为农产
品带来多少增值？以陈麻花为例，以往
就是一个印着品牌名称的塑料袋包装，
产品基本也只有大袋、小袋之分，更多扮
演着旅游商品的“角色”。设计公司瞄准

年轻消费群体，为产品绘制动漫包装，并
把麻花个头设计得更小，单包含量只有
80 克，变成了即食小零食，是年轻人的

“追剧标配”，成为陈麻花所有产品中的
销量冠军。

可以说，在农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
产品增值的空间可以从设计中寻求。一
次包装设计改良、一次产品升级、一次品
牌营销，都能让农产品增加曝光度，于千
军万马中赢得脱颖而出的机会。

本组稿件由记者栗园园采写

用设计让更多农产品被看见

前不久，一部来自重庆的百集动画片
《绿绿星球》被各大新闻媒体关注并广泛报
道。

这是一部有关气候变化题材的动画片，
土豆、西红柿、胡萝卜、辣椒、蘑菇等蔬菜化
身“兜兜”“西西”“卜卜”“骄骄”“美美”，组成
绿绿家族，探索绿绿星球上气候变化的秘
密。

制作单位万物有灵(重庆)文化创意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万物有灵），本是一家做三维
动画的企业，近年来也跨界农业，投身农产
品包装设计领域。

事实上，《绿绿星球》中的蔬菜IP形象，
来自于该公司早些年的设计。

2008年，万物有灵正式向三维动画片制
作领域进军，当时在主角选择上也颇费了些
脑筋。“国内外的动漫基本都是以人类、动物
为主，我们思来想去，农作物类的角色好像
不多。”公司负责人潘鹏宇说。

不少小朋友吃饭挑食，而土豆、西红柿、
胡萝卜、辣椒、蘑菇都是很日常、也对小朋友
身体有益的蔬菜。团队决定把这几样蔬菜
作为动漫主角，制作动画片《绿娃娃》，并在
打斗场景中，将这几种蔬菜的营养成分如胡
萝卜素、辣椒素、番茄红素等设计成角色的
战斗能量，与反派角色作斗争。“这样既能起
到科普作用，还能让小朋友喜欢上这些蔬
菜。”潘鹏宇介绍。

2010年，23集的《绿娃娃》制作完成，并
成功登陆上百家电视台，这让潘鹏宇信心倍
增，沿用原有IP形象又制作了100集的《绿
绿星球》。由于体量增大，茄子、玉米、大豆、
空心菜等300多个农作物也陆续被制作成
动漫角色加入到了动画片中。

去年，随着《绿绿星球》的播放，很多企
业打来电话寻求合作，其中有多家农业企
业。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各地大力
发展生态、绿色的农产品，而我们动漫主角
都是农作物，主题是环保、生态，二者是一致
的。”潘鹏宇笑着解释。

重庆万源佳药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文
勇就是合作者之一。2021年 7月，李文勇
了解到《绿绿星球》这部动漫，认为这个IP
生态环保的理念能为公司刺梨酵素这款产
品强化绿色、健康的定位，便主动与潘鹏宇
取得联系，“目前市面上的农产品琳琅满
目，要脱颖而出，外观设计也是一项重要因
素。”他告诉记者。

通过IP形象授权的模式，绿绿家族的卡
通形象被植入到刺梨酵素产品包装、形象设
计中。此后参加各种农产品展会时，李文勇
注意到这款产品明显比以前更受消费者关
注。有了IP形象加持，刺梨酵素产品年销售
额较此前增加了两倍。

目前，万物有灵已经与国内120家农业
企业达成了IP形象授权合作，据跟踪服务
数据显示，合作产品销售额均实现提升，最
高提升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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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5
日，重庆市食品
及农产品加工
高质量发展产
业生态大会荣
昌特色农产品
展区，参会嘉宾
对相关产品兴
趣浓厚。

记 者 刘
旖旎 摄/视觉
重庆

▶万 物 有 灵
公司设计的蔬菜
卡通形象。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