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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暗战八年，“杏花村”归属池州

记者 祝亮 文/图

去年 4 月，本报曾独家报道《牧童遥手一指，“杏花村”暗战 8 年》。

同年10月，北京市高院终审驳回山西方面的上诉，池州依法捍卫了“杏

花村”旅游地名的归属。如今杜牧笔下的“杏花村”是否已经不再有争

议？池州的杏花村旅游开发得如何了？日前，本报记者重返池州杏花

村，进行调查。

记者发现，池州杏花村虽然打赢了商标官司，但“杏花村”的争夺战仍然

没有消停。当记者打开百度，搜索“杏花村”时，排在第一位的竟然是湖北麻

城杏花村。湖北方面认为，杜牧任黄州刺史时登木兰山必定经过麻城县古镇

歧亭杏花村。另外除了山西、湖北外，江苏徐州、山东梁山、江苏南京、甘肃东

乡、山西玉山等几十个地方也在争抢“杏花村”的归属。

如今的池州杏花村是啥样呢？在池州采访时，记者发现这个被誉为

“天下第一诗村”的地方，已经成为集旅游、居住、购物等为一体的4A级旅

游景区。但景色虽美，却门可罗雀、游人寥寥。一位上海的游客告诉记者，

到了池州杏花村后，才发现实景与自己的想象差别很大，感觉这里更像是

一个公园，而不是一个村庄。一位池州本地人也对记者表示，如果不是陪

外地友人，本地人很少会来这里：“花近百元钱买门票来一个公园散步吗？”

“杏花村”暗战硝烟未散
池州方面坦言：“杏花村”还需巩固地位，未来将在产业链上做文章

唐代大诗人杜牧让“杏花村”名满天下，也让后人为“杏花村”商标的使

用和归属问题争论不休。2010年元旦前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裁定

书：“杏花村”一分为二，“酒”在山西，“玩”在安徽。随后，山西汾酒集团通

过行政诉讼起诉国家工商总局，池州杏花村景区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同

年6月28日和10月8日，北京市中院、高级人民法院先后公开进行一审、终

审，判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池州市政协常委、杏花村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詹晓荣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杏花村”旅游服务类商标案的维权成功，对杏花村复建工

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现在确实还有很多地方通过网络等渠道在

为自己的‘杏花村’造势，其实我们不怕外地来和

我们争抢‘杏花村’，抢的人越多越证明‘杏花村’

这个牌子有价值；抢得越多越能让‘杏花村’的名

气得到提升。我们的旅游商标是受国家法律保

护的，如果有地方敢拿‘杏花村’当牌子开发旅

游，我们可以随时起诉对方，让他们白忙乎。”詹

晓荣也对记者坦言，池州杏花村尽管打赢了旅游

商标官司，但还需要不断进行宣传，巩固地位。

詹晓荣说：“未来我们还会对杏花村旅游景区

进行再建设，投资兴建佛文化博物馆、农家休闲驿

站、杏花村文化旅游一条街等；并在文化主导的产

业链上延伸，开发杏花村旅游文化产品，创作杏花

村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还可以以‘黄公酒’为主

导，促进白酒产品的升级换代，黄公酒垆、杏花村

客栈餐饮娱乐业的建设与经营，杏花村农副产品

的加工、生产与销售，杏花村文化街的建设与运

营，杏花村旅游商品的创新与开发等。”

观点 池州有法律保护，不怕别人来抢

现状 全国几十地还在抢“杏花村”
池州杏花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