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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樵日照充足，气候温润，山泉水甘甜清冽，用山泉水、老面团作为酵头做出来的大饼，入口松软，清香甜滑。作为南海
传统美食，有着500年历史的西樵大饼因形如满月，寓意甜蜜和美，成为当地人结婚嫁娶、探亲访友的优选礼品。2010
年，西樵大饼制作技艺被列为南海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5 年被列为佛山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22年，也是“西樵大饼”产业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6月，“西樵大饼”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成
为南海首个；8月31日，“西樵大饼”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启用，这标志着该产业迈上品牌化发展道路，到2025年将培育10
个以上具有一定知名度的联合产品产业。

在8月31日举行的“西樵

大饼”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启用发

布会上，商标权利人西樵饼业协

会获得区政府扶持奖励100万

元。

随后，西樵饼业协会与西樵

樵之园食品有限公司、西樵天园

饼家、南海金懿西樵大饼工厂三

家西樵大饼生产企业签订商标

许可使用合同。

“西樵大饼”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核准使用的范围是西樵镇

地域范围内。符合“西樵大饼”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条件的

企业，还要与商标注册人签订相

关的使用许可合同并向国家知

识产权局备案才能使用。

目前，制作西樵大饼的三家

会员企业，均为拥有几十年历史

的老饼家，传承西樵大饼的原有

风味。“商标来之不易，但最重要

的是之后怎么去使用好这个商

标。”西樵饼业协会会长李志棠

告诉记者，接下来将围绕制作、

工艺、销售等方面，与这三家企

业携手推进西樵大饼的规范化、

统一化管理，实现规模化、数字

化生产。“要让消费者买到的每

一块西樵大饼都是同样的包装、

同样的价格、同样的质量。”

当前，西樵镇已制定《西樵

大饼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方

案》，将从西樵大饼产业的资源

开发、监管、保护和运用等4个

关键环节加强产业全链条闭环

管理。

《方案》表明，通过3年的努

力、预计到2025年，培育10个
以上具有一定知名度的联合产

品产业，实现市场份额明显增

加、创新发展显著改善、综合效

益不断提高，促进西樵大饼产业

经济附加值明显提升。

作为一项重要知识产权，地

理标志是促进区域特色经济发

展的有效载体，是推进乡村振兴

的有力支撑，是保护和传承传统

优秀文化的鲜活载体，也是企业

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资源。

西樵大饼是“广东四大名

饼”之一，其制作工艺有着500
多年历史，生产工序极为严格、

选料认真。2010年西樵大饼

制作技艺被列为南海区第三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5年
被列为佛山市第五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据不完全统计，

2017年至2021年间，西樵大

饼产量约200万个，销售额约

1500万元，通过研学等活动带

动旅游收入约300万元。

2016年，南海区启动西樵

大饼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申报工

作。南海区与西樵镇两级人民

政府共同推动，成立西樵饼业

协会，并由南海区市场监管局

牵头，历经商标驳回申请、复

审、无效诉讼、商标转让、商评

委重审等。经6年努力，终于推

动“西樵大饼”在2022年6月

28日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注

册，成为南海区首件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

这意味着“西樵大饼”步入

大品牌、规范化时代，还将在提

升产品价值、增强品牌竞争力、

拓展产业链、带动地方特色产

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发挥重要的

示范和引领作用。

“申请地理标志商标是目

前国际上保护特色产品的一种

通行做法。”南海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申

请地理标志商标，可以合理、充

分地利用与保存自然资源、人

文资源和地理遗产，有效地保

护优质特色产品和促进特色产

业的发展。

“‘西樵大饼’能获得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是对其独特品

质和声誉的认同，为产品进一

步扩大影响力，提高市场知名

度，提升经济效益，打下了更坚

实的基础。”北京农智地理标志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黎长志表

示，获得地理标志商标注册能

给相关产品带上“护身符”，能

够有效地维护合法权益，避免

商誉受损。

黎长志认为，地理标志对

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

显的。西樵大饼获得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以后，可以生产产品

为主导，挖掘产品中蕴含的人

文底蕴和工艺传承，与文创、生

态旅游等有机融合，形成大饼

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全面推

进西樵和南海区域经济发展。

“未来，我们会在保留原有

工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从饼的

味、色、形上尝试创新，研发新的

口味，不断适应年轻一代的消费

需求。同时深入推进政企合作，

以西樵大饼为依托，积极开展各

项活动，打响‘西樵大饼’这一商

标品牌，带动西樵、南海的文旅

产业发展。”西樵大饼非遗传承

人陈绍钊说。

近年来，南海区还有一批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正如火如荼

地扶持和培育中，如大沥沙皮

狗、里水香水百合、里水蝴蝶兰、

里水灶岗番薯、里水锦鲤、九江

鲈鱼、九江生鱼。

一条以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为引领，加强传统文化与乡村经

济、互联网、电子商务、文化创意、

生态旅游等产业深度融合，促进

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和品牌化，推

动经济效益裂变式增长的发展之

路，正在南海区逐步铺开。

南海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陈鉴会上介绍，推动地理标志与

特色产业发展有机融合，南海还

印发了《佛山市南海区地理标志

促进和保护工作方案》，将从建

立健全地理标志培育保护工作

体系、推动地理标志产业经济融

合发展、加强地理标志保护监管

等3方面9项具体工作措施来

强化推进地理标志促进和保护

工作。

事实上，南海一直重视以

地理标志、商标等为核心的知识

产权工作。不久前，南海发布了

《佛山市南海区促进质量品牌、

标准化和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

扶持办法》，重点扶持一批含金

量高、申报门槛高、获奖难度大、

获奖影响力广、引领作用显著的

国家级、省级获奖项目，助力打

造“南海制造”品质标杆。

“要深化‘西樵大饼’地理标

志运用和保护工作力度，让西樵

大饼走进千家万户。”南海区副

区长李耀茂表示，要坚持特色引

领，发挥示范标杆作用，以点带

面做好南海地理标志挖掘和创

建工作。同时，还要强化知识产

权保护，有效发挥专利、商标、版

权和地理标志等各类知识产权

优质资源，促进创新要素自主有

序流动、高效配置，全面推动南

海实体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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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樵大饼”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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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樵大饼，你了解多少？

2011年
西樵大饼制作技艺被列入南海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3年
广东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形成

系列规范指标，标志着西樵大饼

的生产、制作步入标准化轨道。

2015年
西樵大饼制作技艺被列入佛山市第

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拥有传

承人两名——陈柱卫、陈绍钊父子。

2015年11月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饼业协会成立，具体承办

“西樵大饼”证明商标注册申请工作，监督产

品的生产和制作。

2022年6月
“西樵大饼”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获得国家知

识产权局核准注册。

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至2021年间，产

量约200万个，销售额约1500万元，参

与西樵大饼研学人数约3万人次，带

动旅游收入300万元。

目前，有3家企业经营西樵大饼，

分别是：天园饼家、樵园饼家、金懿
饼店。

力争用三年（2022年至2025年）

时间实现“西樵大饼+”产业全

面发展，西樵大饼市场体量明显

增加，工艺传承创新显著改善，

“西樵大饼+”综合效益持续提

升，进一步打响“西樵大饼”地理

标志品牌。

■嘉宾现场试吃西樵大饼。 扫码看视频，了解西樵大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