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史、工艺美术史与目前流行时装款式之长，开

发了一种别具一格的仿古时装。由于这种时装

展示出了中华民族古今服装艺术的绚丽丰姿，

而又对款式作了新的改进，从而赢得了市场，跻

身于国际有名气的服装行业，创建了名牌企业

及名牌产品。

七、巧着“外衣”美名牌。一则消息说，我国

东北产的人参与南朝鲜的质量可相比美，但因

包装质量差，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只有南朝鲜的

四分之一。类似的事，比比皆是。由此可见，即

使有了名特优货物，或是企业创出了名产品，还

要注重包装，巧着“外衣”，只有把内在的高质量

和外在的完美形式统一起来，才能实现名牌产

品的整体价值。

八、抓住奇异扩名牌。美国有一怀孕 5 个月

的婴儿，出生 3 个月后体质健壮、喜笑可爱，被

人们认为“奇特婴儿。”于是，许多生产经营婴儿

营养食品的厂商闻讯而来，用这“奇特婴儿”做

广告，以 表明自己生产的食品对婴 儿健康的良

好效果，提高了产品及企业的知名度。

九、集聚“他山之石”攻名牌。江苏盐城通宇

皮革有限公司先后借助了丰田公司、尼桑公司

的名牌系列车搞配套，提高产品技术质量，壮大

企业实力，使产品挤上名牌车。汽车摩擦材料获

得江苏省优秀新技术、新产品“金牛”奖和国家

新技术、新产品“金奖”，畅销美国、南韩等 28 个

国家和地区，并取得了巨大的名牌效益，使企业

效益三年翻五番。

十、加大舆论宣传爆名牌。一些企业的产品

得了名牌以后，企业经营者就坐待“求婚”者上

门，对瞬息万变的市场行情闭目塞听，于是使自

己的名牌渐渐地失去应变能力。而江苏盐城燕

舞集团，每年花费上百万元的资金用于广告宣

传，使“燕舞”深入国内千家万户，其名企 业、名

产品地位在市场上久盛不衰。

十一、拿起法律武器保名牌。由于名牌产品

信誉好、市场广阔，带来了极好的经营效益。因

而，这些也成为一些不法厂商及经营者行假使

劣的目标。因此，名牌产品厂家不关注这些情况

并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辛苦创

造的名牌产品就会遭受损害。江苏省盐城市城

区工业局善于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从而使获

得国家 A 级的自行车胎、国家金奖的编织离合

器面片、江苏省优秀产品奖的高级原子灰等 10

多种名牌产品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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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兴经济

季新南

1986 年，江苏省通 州市川港镇曾以“桃

花”、“乐乐”电风扇为龙头，带动全镇经济蓬勃

发展。那一年，该镇实现工业产值 1.01 亿元，成

为通州市第二个亿元镇。“桃花盛开”和“乐乐进

万家”也就成了全镇上下的骄傲。省内外前来参

观考察的人络绎不绝。可是，不到 3 年，由于市

场变化等多方面的原因，盛开的“桃花”凋谢了，

“乐乐”不乐了，几十家为之配套生产的工厂纷

纷倒闭。1990 年，全镇工业产值只有 5 600 万

元，镇村企业亏损额达 2 700 万元。镇财政连年

欠收，镇机关、学校和多数企业发不出工资。

1991 年 4 月，新调整的镇党委、政府领导

班子，面对重重困难，深感肩上担子的重大。

他们上任伊始，就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从何

入手振兴川港经济。在调研中发现川港镇的志

浩村，北部和东部分别与姜灶镇、海门县三星镇

相邻，地处 3 个乡镇的交界，早在八十年代农民

就自发地做起了绣品交易。当时南通县委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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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在这里考察以后，敏锐地察觉到这是值得

重视培植的经济新生点，并根据附近几个 乡镇

生产经营绣品的实际，提出了建办志浩村绣品

市场的意见。志浩村认真贯彻县委书记的意见，

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动员 21 户农户，每户集

资 500 元，在镇政府和个体协会的支持下，于

1986 年 12 月开始筹建市场，1987 年 1 月 15 日

正式开始营 业，当时仅有一间办公室，两间仓

库，112 个地摊，而生意却十分红火。于是，镇党

委、政府认准了路，因势利导，加强了对市场建

设的领导，分工一名副镇长具体负责抓市场建

设，镇党委多次具体研究市场的规划、资金组织

和施工安排，并积极争取上级党委、政府及有关

部门的大力 支持。近两年来，他们投资 362 万

元，精心组织了市场的扩建工程，使市场占地面

积由建场时的 2.5 亩增加到 65.09 亩，固定资

产由 2.25 万元增加到 470 万元，摊位由 112 个

增加到 1 100 个；同时兴建了饭店、旅馆、邮电、

商业、托运、修理等服务设施。镇政府还投资 50

万元，拓宽了川港至绣品市场 4.5 公里的川东

公路，投资 80 多万元新建了长 66 米、宽 8 米的

通启河兴川大桥，从而大大改善了市场条件。志

浩市场目前日成交额平均在 30 万至 40 万元之

间，年成交额在 1 亿元以上。1992、1993 两年，

上交税收、工商费约 225 万元。与此同时，他们

还对位于川港镇与海门县交界处的木材市场进

行扩建。目前，木材市场已由建场时占地 2 亩发

展到 132 亩，由 10 多个摊位发展到 550 多个摊

位，年经营 额超过了 3 000 万元，1991 年至

1993 年上交税收、工商费约 216 万元。

绣品、木材两大市场的发展，不仅为川港镇

经济发展积累了资金，增添了活力，而且对川港

镇生产要素的配置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川港

镇党委和政府领导，盯住市场需求，不失时机地

狠抓了生产结构的调整。

一是按照市场的需要兴厂。他们围绕绣品

市场，先后投资 1 400 多万元，办了制线厂、印

染厂、喷胶棉厂、海绵厂和电脑绣花厂，这 5 个

厂年产值可达 1.2 亿元以上。另外，由农民集股

办起 5 个私营海绵厂。这些企业目前均产销两

旺。制线厂年生产 50 吨绣品丝线的能力已远远

不能满足需求 ，正向年生产 100 吨绣品丝线的

方向发展。印染厂 1992 年 8 月 8 日正式破土动

工，用了不到 80 天的时间就建成投产，去年创

造利润和各种提留 107 万元。现可年染色布

2 500万米。喷胶棉已成了抢手货，上门提货的

天天排号。

二是按照市场的需要兴农。川港镇的农业

结构过去也比较单一。几十年一贯制。1992 年

开 始，镇党委、政府提出了以“市”兴农的总要

求，大张旗鼓地宣传把农产品推向市场。他们制

定并落实了扶持千头猪场、建好千亩鱼塘、新建

百 亩蟹塘、培育百亩鸡场的具体措施。目前已出

现了年出售千头肥猪的养猪大户；承包 300 亩

水面、搞立体式养蟹池的养蟹大户；有数十个年

养鸡超万羽的养鸡大户。并且还形成了蔬菜、西

瓜、甜叶菊三个种植业的专业村。农副业产品除

供应本镇外，还源源不断地销往南通市市场乃

至上海市场。

三是按照市场的需要兴家。“找了市场能发

家”，这是挂在川港镇不少群众口上的一句口头

语。市场的兴起，不仅带动了集体工业的复苏，

而且促使农民家庭工业蓬勃发展。现在，这个镇

有 2 000 多农户、3 000 多个劳动力从事绣品

业，不少农户家里办起了小工厂。许多农民靠市

场过上了小康生活，现在全镇已有 1 000 多个 5

万到 10 万元的农户，有 200 多个 10 万元以上

的农户，还出现了 10 多个百万元 户，个别绣品

大户家庭总资产达到千万元以 上。

近三年多来 ，川港镇党政领导依据本镇经

济地理环境建设市场，发展第三产业，把流通搞

活之后，又不失时机地按照市场的需求，配置生

产要素，调整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取得可喜的

财政经济效果。1993 年，该镇实现社会总产 2.7

亿元，镇财政收入 920 多万元；今年第一季度的

工业产值完成 4 429 万元，完成税收 264 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均增长 50%以上。眼下，工农

业生产发展势头看好，国外、境外来镇投资增

加，市场旺盛，预计 1994 年的经济和财政收入

增长幅度，都将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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