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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万州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印发《万州区“三峡天丛”茶叶区域公用

品牌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万州农委发〔2019〕107号

委属各单位，机关各科室，辖区茶叶产销企业：

《万州区“三峡天丛”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使用管理办法（试

行）》已经万州区农业农村委研究同意，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

行。

附件：《万州区“三峡天丛”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使用管理办

法（试行）》

重庆市万州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19 年 10 月 1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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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州区“三峡天丛”茶叶区域公用品牌
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商标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制定《万

州区“三峡天丛”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使用管理办法（试行）》（以

下简称《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万州辖区所属茶叶生产、加工、销售

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的合法

经营性主体。

第三条 经重庆市万州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授权，由重庆市万

州区多种经营技术推广站负责管理万州区“三峡天丛”茶叶区域

公用品牌，包括商标注册、使用许可、制定(修改)品牌使用管理

办法、宣传推广、市场营销等。

第二章 品牌内容及产品特征

第四条 公用品牌。“三峡”牌茶叶、“三峡天丛”茶叶公用

品牌所有权归重庆市万州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所属事业单位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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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万州区多种经营技术推广站，可以授权万州辖区所属茶叶生

产、加工、销售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在市场监管部门

登记注册的合法经营主体使用和推广。

第五条 企业品牌。由万州辖区从事茶叶生产、加工、销售

企业（含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自主创建的企业品牌所有权归

属企业，由企业自行管理与推广。

第六条 产品品牌。由经营主体自主创建的产品品牌所有权

归属企业，由企业自行推广与宣传。

第七条 产品特征

（一）“三峡天丛”产品原料。茶树独芽、新梢一芽一叶、

一芽两叶或一芽三叶。

（二）“三峡天丛”针形绿茶。条索紧直、色泽青翠、栗香

高长、汤色清澈明亮、滋味醇爽回甘。

（三）“三峡天丛”工夫红茶。色泽褐红润泽，条索紧结，

毫尖金黄；香高持久，尽显“甜花密香”；汤色红亮，滋味鲜醇

回甘。

（四）“三峡天丛”花茶。条索细嫩、色泽绿润、香气鲜灵

浓郁、汤色黄绿明亮、滋味浓厚鲜爽。

第八条 广告宣传语：中国高峡云间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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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专卖店门头。金褐色调，如意底纹，寓意万事如意。

风格简洁典雅。只做基本元素建议，不做具体要求，企业可做个

性化设计。

第十条 展位设计。规范要求：金褐色调，如意底纹，寓意

万事如意。风格大气尊贵。此展位是政府为宣传公用品牌用，由

政府主导，核心位置是展示公用品牌内容。同时要考虑企业参与，

一是金褐色调大气尊贵，便于统一企业的多样化风格，二是展位

的位置分割，各企业一视同仁。

第三章 品牌产品包装

第十一条 包装设计风格。一是万州元素，国际表达；二是

传统元素，现代表达；三是所有包装追求简洁环保的共性，谢绝

买椟还珠的过度包装。四是材料使用高档纸、陶瓷及马口铁等，

融入万州主要景点，或体现沉稳、庄重、高档的风格，或体现极

简商务轻奢的风格，或体现简洁大方平易近人的风格。

第十二条 产品系列建议

系列 价格 目标人群 包装材质 设计亮点 风格

三生万物 超高档 尊贵礼品 陶瓷+高档纸
万州主要景点的

集合

沉稳、庄重、高

档

商务 高档 商务礼品

子系列 1：金属小

罐+高档纸盒

子系列 2、3：小

袋+高档纸盒

子系列 1：如意纹

子系列 2、3：万州

主要的景点装饰

风格

极简

商务

轻奢

万事如意 中档 家庭自饮 高档纸袋 万事如意字节 简洁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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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用茶

大众随手礼

平易近人

万州印象 中档

旅游纪念品

办公用茶

大众随手礼

马口铁 万州主要景点
简洁大方

平易近人

青春版 中档

公司白领

年轻人

大众随手

马口铁
高峡地貌的装饰

画风格

简洁、活泼、青

春、活力

第四章 品牌使用与核准

第十三条 “三峡”牌“三峡天丛”品牌本着自愿申请的原

则有偿使用，使用期费用 5000 元。

第十四条 申请条件

（一）登记注册地址、生产经营地址、产品生产基地均在万

州辖区内。

（二）具有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三）生产经营的产品质量应符合以下标准：

1.种植、采摘标准。严格按照三峡天丛的地方标准

DB500101/T 029 -2018《万州区生态茶叶基地生产管理技术规程》

的要求进行种植、采摘。

2.加工标准。严格按照三峡天丛团体标准《万州针形名优绿

茶加工技术规程》、《万州工夫红茶加工技术规程》、《万州茉莉花

茶加工技术规程》的要求进行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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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品标准。必须符合三峡天丛地方标准《三峡天丛绿茶等

级评定标准》、《三峡天丛红茶等级评定标准》、《三峡天丛花茶等

级评定标准》等的要求。

（四）申请使用万州区“三峡”牌“三峡天丛”茶叶公用品

牌标识的茶叶加工企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应当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要求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

（五）生产经营已满三年，且近三年内无质量安全事故和其

它不良诚信记录。

（六）生产企业应在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

完成生产经营主体注册，并开展追溯管理。

第十五条 申请人向重庆市万州区多种经营技术推广站提出

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商标使用申请书。

（二）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法人登记证明。

（三）有效期内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农

产品地理标志、重庆名牌农产品证书复印件。无产品质量认证证

书的，应提供 1 年内由法定检测机构按照相关产品标准检测合格

的检验报告及有关证明材料。

（四）《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书复印件。

（五）近三年的销售量、销售额和销售区域及相关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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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产企业在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完

成生产经营主体注册及实施追溯管理的相关证明材料。

（七）其他相关材料（如登记证书、获奖证明等）。

第十六条 办理流程

（一）“三峡”牌“三峡天丛”商标所有权人收到使用者申

请后，应立即开展合规性审查，并在 10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同

意使用的决定。

（二）符合使用条件的，双方签订《“三峡天丛”商标使用

许可合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中应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

及违反合同规定应承担的责任。

（三）申请人领取《“三峡天丛”商标使用证》。

第十七条 备案管理。商标所有权人在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签

订后 30 日内，应将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报商标局备案，由商标局

公告。

第十八条 使用许可合同有效期原则上为三年。到期需延续

使用者，须在合同有效期满前 60 天内提出续签合同的申请，逾

期未申请者，合同有效期届满后不得使用“三峡”牌“三峡天丛”

商标。

第五章 品牌使用者权利与义务

第十九条 品牌使用者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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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允许在其茶叶产品或包装上使用“三峡”牌“三峡天

丛”商标。

（二）允许使用“三峡”牌“三峡天丛”商标进行茶叶广告

宣传。

（三）优先参加政府有关部门或商标所有权人组织或协办的

展会、技术培训、贸易洽谈、信息交流等活动。

（四）优先享受政府关于品牌建设的相关优惠扶持政策；

（五）优先享受政府提供的涉及绿色生态科技成果转化的资

源。

第二十条 品牌使用者义务

（一）拥有“三峡”牌“三峡天丛”商标使用权者，必须加

强茶叶质量管理，维护“三峡”牌“三峡天丛”商标的茶叶质量

和特定品质。

（二）接受“三峡”牌“三峡天丛”商标所有权人和有关行

政执法部门对茶叶质量不定期的检测和“三峡”牌“三峡天丛”

商标使用的监督，被检产品不合格者，自觉接受相关部门的处罚。

（三）加强“三峡”牌“三峡天丛”商标标识的管理，确保

“三峡”牌“三峡天丛”商标标识不失控、不挪用、不流失；不

得擅自向他人转让、出售、转借、馈赠使用“三峡”牌“三峡天

丛”商标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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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标所有权人和使用人对“三峡”牌“三峡天丛”茶

叶的质量和信誉负责。在使用“三峡”牌“三峡”商标的过程中

发生重大质量事故，需立即报告商标所有权人，并应迅速采取有

效措施予以补救。

第六章 品牌管理

第二十一条 商标所有权人和使用人应当增强商标法律意

识，建立健全“三峡”牌“三峡天丛”商标管理制度，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

第二十二条 商标所有权人和各级各有关部门应加强“三峡”

牌“三峡天丛”商标规范使用和产品质量监管，对有以下情形之

一的，商标所有权人有权终止被许可人使用“三峡”牌“三峡天

丛”商标：

（一）擅自改变“三峡”牌“三峡天丛”商标标识的；

（二）未经授权，擅自许可、转让、出售、转借、馈赠“三

峡”牌“三峡天丛”商标标识的；

（三）未按照合同约定，超出许可的商品范围使用“三峡”

牌“三峡天丛”商标的；

（四）同一款茶叶一年内 2 次检验不合格的；

（五）违法情节严重被行政执法部门立案处罚的；

（六）影响“三峡”牌“三峡天丛”品牌声誉的其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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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接受市场监管部门对“三峡”牌“三峡天丛”

茶叶包装物设计的指导、规范。包装物原则上统一使用由商标所

有权人设计的包装风格与款式。使用人自行设计、印制的，要符

合商标所有权人对茶叶包装物的要求，并将印制数量报商标所有

权人登记备案。

第二十四条 “三峡”牌“三峡天丛”商标标识原则上印制

在茶叶包装物正（前）面左上角，应规范醒目。

第二十五条 印制和使用“三峡”牌“三峡天丛”商标应严

格按照“三峡”牌“三峡天丛”商标标识的样式要求，不得擅自

改变商标或标识的文字、图形和颜色。

第二十六条 使用人持有该企业自有商标或是地理标志商标

的，可在茶叶或包装上以母子商标的形式使用“三峡”牌“三峡

天丛”商标和自有商标或地理标志商标。

第二十七条 申请人使用的茶叶符合“三峡”牌“三峡天丛”

商标的茶叶质量标准和管理规则要求，商标所有权人不得拒绝其

使用“三峡”牌“三峡天丛”商标。使用人未出现茶叶质量问题

的，商标所有权人不得无故中止被许可人使用“三峡”牌“三峡

天丛”商标。申请人申请未获批准或无故被中止使用“三峡”牌

“三峡天丛”商标的，可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向市场监管

部门申请仲裁。

第二十八条 对“三峡”牌“三峡天丛”商标使用规范、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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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质量优良、市场信誉好的使用人给予政策激励，具体政策由农

业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八章 品牌保护

第二十九条 “三峡”牌“三峡天丛”商标专用权受国家法

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

七条规定行为之一的，均属对“三峡”牌“三峡天丛”商标专用

权的侵犯。

第三十条 对侵犯“三峡”牌“三峡天丛”商标专用权的，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向侵权人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检举。

被侵权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一条 商标使用者未对“三峡”牌“三峡天丛”商标

的使用许可进行有效管理或控制，致使“三峡”牌“三峡天丛”

商标使用的商品达不到使用管理办法的要求，对消费者造成损害

的，应主动消除对消费者的影响或接受市场监管部门的处理，并

立即进行整改。拒不整改的，依法查处。

第三十二条 使用“三峡”牌“三峡天丛”商标，其茶叶粗

制滥造，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的，由有关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

处。

第九章 品牌危机管理

第三十三条 品牌危机的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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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级品牌危机：由于产品质量、服务品质等问题在部

分区域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未出现媒体介入或媒体报道。

（二）二级品牌危机：由于产品质量、服务品质等问题在较

大范围内对万州茶品牌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出现媒体介入或媒

体报道，且媒体的受众较广，文章有被网络转载的可能。

（三）一级品牌危机：由于产品质量、服务品质等问题，引

起省市或全国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造成较为严重的影

响，媒体受众很广，部分消息已经被网络广泛传播，造成影响非

常严重。

第三十四条 媒体舆情监控。为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疏理

和引导网上言论，管理并监控网络舆论环境，重庆市万州区多种

经营技术推广站应组织茶叶企业建立品牌安全监控小组，负责搜

查相关网站、论坛、微信、微博等。定期搜索，第一时间发现舆

情第一时间关注，全力解决。

第三十五条 危机处理原则。着眼于对已发生的危机进行处

理，力求减少或者扭转危机对品牌的冲击和给企业带来的危害，

在处理时，应坚持以下原则：

（一）领导人原则。危机发生后，茶企领导人或专门指派高

层管理人员作为责任人来处理危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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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动性原则。任何危机发生后，都不可回避和被动性

应付，而是积极地直面危机，有效控制局势，且不可因急于追究

责任而任凭事态发展。

（三）快捷性原则。对危机的反应必须快捷，无论是对受害

者、消费者、社会公众，还是对新闻媒介，都尽可能成为首先到

位者，以便迅速、快捷地消除公众对品牌的疑虑。

（四）诚意性原则。保护消费者利益，减少受害者的损失，

这是品牌危机处理的第一要义，万不可只关心企业自身的损失。

（五）真实性原则。危机爆发后，必须主动向公众讲明事实

的全部真相，如果遮遮掩掩反而会增加公众的好奇、猜测乃至反

感，延长危机影响的时间，增强危机的伤害力，不利于控制局面。

（六）统一性原则。危机处理必须冷静、有序、果断、指挥

协调统一、宣传解释统一、行动步骤统一，而不可失控、失序、

失真，否则只能造成更大的混乱，使局势恶化。

（七）全员性性则。企业员工不应是危机处理的旁观者，而

应是参与者。让员工参与危机处理，不仅可以减轻企业震荡，而

且能够发挥其宣传作用，减少企业内外压力。

（八）创新性原则。危机处理既要充分借鉴成功的处理经验，

也要根据危机的实际情况，进行创新思维和创新处理。

第三十六条 危机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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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诉阶段（媒体单位未介入）。管理部门一旦发现品

牌危机苗头和品牌投诉事件，有责任在第一时间化解危机事件，

维护品牌形象。

（二）危机处理阶段（媒体单位介入）。万州区多种经营技

术推广站和涉案公司共同对品牌危机事件进行公关处理，万州区

多种经营技术推广站监督督促，涉案公司做好公关。

（三）危机汇报和处理。因客观原因造成媒体介入和报道的，

被采访单位应积极参与处理，进行解释和协调，避免回避矛盾或

对来访媒体单位不配合、不合作。危机发生后，被投诉单位要第

一时间将相关情况（含时间、地点、规模、内容、特点、危害分

析及目前处理结果等）以口头及书面形式报请主要负责部门，以

便第一时间进行媒体公关处理。

（四）建立新闻发言人机制。万州区多种经营技术推广站建

立“新闻发言人”机制。各单位新闻发言人由各公司委派一名高

管担任“新闻发言人”职务，承担代表该单位向媒体和公众表达

企业立场、提供信息、沟通交流、用政策议程引导媒体和公众议

程的公关职能。未经“新闻发言人”或各公司第一负责人的授权

允许，任何人不得就相关危机事件擅自接受媒体采访。未经许可，

不得擅自对外发布信息或接受媒体采访。

第十章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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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重庆市万州区农业农村委员

会。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