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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产品 长兴吊瓜籽》送审稿编制说明

一、项目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特色产业是地方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的一大实

招，要结合自身条件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全国知识产权系统落实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这一重大政治任务，以实施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为抓手，充

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产业，积极打造区域品牌，助力贫困地

区打赢脱贫攻坚战。因此，须充分认识开展地理标志助力乡村振兴行动的重要意

义。

去年全省地理标志富农集成改革推进会上指出，地理标志富农集成改革既是

国家定义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范畴，也是省委省政府共富建设的重要事项之一，

是一项小切口、大意义的重要工作，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当下，更在于长远发展。

会议强调，地理标志富农集成改革关系千家万户，连接着党委政府和市场、企业、

群众的方方面面，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和民生任务。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整合部

门优势，充分调动省市县三级工作积极性，真正做好地理标志这篇文章，让小切

口成为撬动富民强县的重要杠杆。

长兴吊瓜籽是取吊瓜（植物学名栝楼、又称瓜蒌）的籽经炒制成的休闲食品，

产于浙江省长兴县。清·嘉庆十年《浙江省长兴县志》十五卷长兴县种植物产类

中就有瓜蒌子（即吊瓜子）的种植记载，历史上曾年复一年种植至今。长兴吊瓜

籽是长兴唯一地理标志产品，富含营养成分，其中蛋白质、脂肪、纤维素等含量

颇丰，既可食用，又可入药，其籽炒制后味香适口，发展前景广阔。

截止目前，长兴吊瓜籽从业人员达 2.5 万多人，全县吊瓜籽产业加工并销售

达到 2700 吨，吊瓜种植超 2000 亩，建有吊瓜共富基地 11 个，产值达 1.5 亿元，

带动当地农户达 300 户以上，每户年均增收 1.6 万元。

“长兴吊瓜籽”是长兴县唯一的地理标志产品，但是目前全国并没有关于吊

瓜籽的相关标准，导致“长兴吊瓜籽”在产品质量监控和品牌建设方面仍面临较

大问题，使用率偏低，严重影响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和威胁

着全县吊瓜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根据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地理标志

专用标志管理指南（试行）》要求，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申请条件之一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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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供产品已批准发布的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为规范长兴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申

请工作，提升全县地理标志保护水平，现需制定《地理标志产品 长兴吊瓜籽》

的地方标准。

地理标志是指以地理名称命名的商品，其质量、特征、声誉或其他的特征均

与该地理区域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传统技术等因素有关，并在该地理区域内

生产、加工、制造或其他必要的加工程序后获得的商品。地理标志产品的标准是

地理标志保护的核心内容之一，它规定了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加工、质量控制、

包装和营销等方面的要求，以保证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和特性与所属地理区域的

特征相符合，并确保消费者获得具有地理标志保护的高品质产品。标准的制定与

认证需要考虑到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土壤状况、生产技术、传统工艺、质量监

管等多方面因素，并通过检测、实验和质量控制等手段确保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

和特性符合标准要求。

地理标志产品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对于地理标志保护、地方经济、文化传承和

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促进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增强地

域品牌竞争力，提高消费者的信任度和满意度，推动可持续发展。

二、工作简况

1、标准修订任务来源

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3年第四批市地方标准制定计划的通

知》（湖市监标准〔2023〕169号），2023年第四批市地方标准制定计划中的第

6项。

2、主要工作过程：

为使本标准在长兴吊瓜籽生产管理工作中起到规范作用，起草组在制定标准

时力求科学性、可操作性，以科学、谨慎态度，充分参考过内外、省内外相关标

准，充分调查研究，听取有关人员及业内人士意见的基础上，结合长兴县实际，

通过综合分析、充分验证资料，反复讨论研究和修改，最终确定了本标准的主要

内容。

标准起草工作组在标准编制过程中主要开展工作情况如下：

（1）确定标准起草人员和制定工作计划。

成立了标准起草小组，并确定主要编写人员。2023年 7月，起草小组召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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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会议，初步明确了工作步骤、人员分工及完成标准起草的时间表，并编制标准

编写项目工作计划。

（2）标准立项认证会。

2023年 7月 20日，湖州市地方标准《地理标志产品 长兴吊瓜籽》立项论

证会在湖州召开。立项论证会专家组由中国计量大学、湖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长兴县农业农村局、长兴县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长兴县煤山镇人民政府等单

位的 5位专家组成，由朱培武担任专家组组长。专家组听取了标准工作组关于标

准立项情况的说明，认真审查了标准立项建议草案，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制定《地

理标志产品 长兴吊瓜籽》市级地方标准具有充分必要性和可行性，建议作为推

荐性标准予以立项。

（3）起草标准稿。

2023年7月，标准编写小组在前期资料整理和实际调研的基础上，研讨逐字

逐条标准内容，起草完成《地理标志产品 长兴吊瓜籽》初稿。

（4）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3年 8月，经多次讨论、反复修改，起草小组进一步完善标准内容。对

各项具体范围及具体要求加以明确，最终形成《地理标志产品 长兴吊瓜籽》征

求意见稿。

（5）征求意见。

2023年 9月上旬起草单位以微信、浙政钉和会议形式向多家单位发出《地

理标志产品 长兴吊瓜籽》征求意见稿，向有关单位征求标准修改意见，共收到

有相关单位提出了？条修改意见，具体详见《征求意见汇总表》。

（6）形成送审稿。

2023年 10月上旬，根据这些反馈意见进行讨论分析，对反馈意见采纳？条，

部分采纳？条，未采纳？条，修改征求意见稿，形成了标准送审稿。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的依据

1、 标准编制原则

以科学、客观、合理、适用为原则，依据现行国家和浙江省有关标准、法规，

立足湖州市发展实际，提出长兴吊瓜籽的术语和定义、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

栽培管理、技术要求、质量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标志、包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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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贮存。依据现行相关国家标准、法律法规文件，并考虑实际长兴吊瓜籽生产

情况，以进一步加强对长兴吊瓜籽生产的指导和规范。

2、 确定主要内容的依据及说明

所有要求均符合相应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并调

研长兴吊瓜籽的特点。在研制过程中，本标准依据了以下法律法规、文件和标准：

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GB/T 17924

《地理标志产品标准通用要求》、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批准对长

兴吊瓜籽、浦城薏米、西峡香菇、两当狼牙蜜、哈密瓜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

公告》（2008年第 140号）及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报告、相关技术和经济影响论证

无。

五、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六、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可以为长兴吊瓜籽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规范化、标准化的技术支撑；可以

进一步加强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保证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和特色，促进农户增收，

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七、强制性标准实施的风险评估及对经济社会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

以及设置标准实施过渡期的理由

无。

八、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地理标志产品 长兴吊瓜籽》起草小组

2023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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