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沏一壶汤清色碧的崂山茶，是山东青岛人热情待客的拳拳
之意；摘一串紫皮带霜的大泽山葡萄，是去青岛旅行不可错过
的甜蜜滋味；红绸一扎，漂洋过海的“胶白”带着中国味道远征
海外……四季轮转中，总有一批接一批来自黄海之滨的“青”字
号农品，或通过商超，或经过网络直播，亦或是以亲友相赠的方
式进入万千家庭的餐桌，成为百姓日常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道
滋味，变成了青岛最鲜活的一张名片。近年来，青岛农品这张

“色香味”俱全的名片上更是不断增加内容亮点，靠着美滋味、高
品质、“靓颜值”频频出圈。目前，青岛全市涉农产品注册商标
2.2 万多个，“三品一标”农产品 935 个，市知名农产品品牌 187
个，“青岛农品”区域公用品牌连续 4 年进入全国“十强”，走出一
条以“绿色品质、世界共享”为特色的品牌农业发展之路。

“一品连两端”，青岛品牌农业的发展连结起地头与餐桌，农
村与城市，盈实着大众的“菜篮子”，也鼓实着农民的“钱袋子”，这
是品牌农业促振兴的一笔生动特写。近年来，青岛锚定创建中国
农产品品牌知名城市这一目标，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大力实施“品牌+”宣传战略，做优产品、做硬招牌、做强产业，
不断提升“青”字号农品品牌价值，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做优产品——
青岛农品何以闻名天下

眼下正是葡萄上市季节，在平度大泽山万亩葡萄园里，葡萄品
种研究和种植户韩玉波端出一大盘葡萄招待大家：“新品种，皮薄无
籽，来采摘的客人喜欢得很，你们也尝尝，给我提点建议！”西有吐鲁
番，东有大泽山，“中华名果”声名远播，让这片山川水泽充满振兴活
力。在中国驰名商标“大泽山”品牌的带动下，大泽山镇葡萄种植面
积 3.5万多亩，葡萄品种 300余个，年产葡萄 5万余吨，产值 7亿元。
青岛可不只有大泽山葡萄这一块招牌，在崂山，崂山茶的代表“龙
须”作为茶届新宠千金难买；在即墨，3000亩白庙芋头不仅是各大
饭店的招牌菜肴，更已走出全国，远销日本、美国；在胶州，“猪肉卖
得比牛肉贵”的里岔黑猪成为当地众多养殖户的致富密码……来自
青岛的农产品名气不仅越叫越响，花样也越来越多，从鱼肉蛋奶到
粮油蔬果，不愁卖的“青”字号农品正通过传统商超、文旅采摘、电商
等渠道进入消费市场，给消费者带来一场场味蕾盛宴。

青岛农品何以畅销市场？
好农品源自好水土。青岛农品之所以能迅速在全国打开市场，

品类丰富、品质上乘是基础因素，但更离不开青岛优越的地理位置
与气候资源。青岛地处北温带季风区域，属温带季风气候。空气湿
润，雨量充沛，温度适中，四季分明，是农作物生长的黄金位置。辖
区有大小河流 224条，均为季风区雨源型，其中最大的水系大沽河
水系发源于招远市阜山，由北向南流入青岛市，经莱西市、平度市、
即墨区、胶州市和城阳区，至胶州市南码头村入海。干流全长179.9
千米，流域面积6131.3平方千米，年平均径流量为6.61亿立方米，是
胶东半岛最大水系。全市10个区（市）中有7个是涉农区（市），134
个镇（街）中有90个是涉农镇（街）；1.1万平方公里陆域面积，80%以
上为农村腹地；海域面积1.22万平方公里，海岸线905.2公里。丰饶
的农业资源、适宜的气候，让青岛这片广饶的土地上名优产品迭出：
崂山茶、马家沟芹菜、黄岛蓝莓、大泽山葡萄、里岔黑猪……众多农
产品品牌在全国消费市场占得亮眼位置。

好农品不光得有自然好水土培育，也需有先进技术支撑生
产。近年来，青岛全面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有机肥
替代化肥、绿色综合防控、秸秆综合利用等先进技术，促进了生
态循环农业发展，不仅提高了农产品单产，也大大提升了产品品
质。以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胶州大白菜为例，为确保“胶白”在
代代种植过程中的稳定性状，胶州邀请山东农业大学、青岛农业
大学及青岛农科院等院校专家教授指导胶州大白菜种子研发，
筛选适合在全市大面积推广的优质抗病品种，为优化大白菜品
种结构提供有力支撑。当前，胶州已成功繁育出胶州大白菜品
种 200 余个，通过国家品种登记 168 个，播种面积 6 万亩，预计产
量 35 万吨，产值 15 亿元。

走在全国前列的智慧化生产也成为青岛农产品提质增效、抓住
消费市场的一大利器。在凯盛浩丰（青岛莱西）智慧农业产业园，一
颗西红柿的大小、口感是可以通过“数字大脑”进行控制的。“我们对
于不同品种的番茄都有植株生长模型，在种植端我们使用环境控制
系统，温室内布局 246个传感器、234个控制器，实时记录植株从定
植到采收的全过程，每天收集 30多万条数据，这些数据进入我们

‘农业大脑’进行计算，并实时传输给温室中不同控制器进行温、光、
水、气、肥的调整，保障植株的最佳生长状态。”凯盛浩丰农业有限公
司智慧温室技术负责人常士奇介绍，棚内的温、光、水、气、肥等所有
影响番茄生长的因素都将通过传感器传回电脑，然后再由“数字大
脑”根据基础数据进行比对和计算分析，最终形成各项“指令”对影
响西红柿生长的各要素进行调控，最终产出更符合消费市场偏好的
口感与风味。记者了解到，凯盛浩丰的“绿行者”品牌番茄销量常年
在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占据榜首位置。

胶州大白菜、崔家集小柿子、崂山奶山羊、黄岛蓝莓、马家沟
芹菜……繁不胜数的青岛农品在大众味蕾上留下深深的印迹，
不仅成为大众认识青岛的一个独特窗口，也让当地百姓通过种
植这些农产品走上了致富增收之路，继而引领更多种植户主动
花费心力去生产更多的优质农产品，这种良性的连锁效应让青
岛农品品牌发展之路更为健康且长久，成为品牌引领现代农业
高质量发展的一场生动实践。

做硬招牌——
青岛农品“硬招牌”是怎样炼成的

在地里是不起眼的“土疙瘩”，走出去却能成为农民致富增
收的“金钥匙”。农产品要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持续提升“身

价”、扩展销路，不光得有好品质，还得靠“硬招牌”。近年来，青
岛市大力实施农业品牌发展战略，以监管立品质，以营销塑品
牌，以文化彰特色，全面打造青岛农品“硬招牌”，创建中国农产
品品牌知名城市。

监管立品质，树立品牌核心竞争力。农产品说到底还是供
给大众的食品，风味与品质是其核心竞争力。好品质是打开市
场的“敲门砖”，也是留住市场的“信誉石”。为确保青岛农品
高质量、高品质发展，青岛深化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建设，
突出产管结合，建立从田头到餐桌全过程质量监管体系，从源
头上保障品牌农产品质量品质。在产前环节，青岛严抓违法违
规生产，以节肥、节药为原则，实施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约谈
及“黑名单”管理制度，在全国率先出台禁止销售和使用高毒
高残留农药规定和农业废弃物管理办法，坚决遏制销售使用高
毒高残留农药等违法违规行为。在产中环节，青岛已制定农业
地方标准 173 项，主要农作物生产实现全过程有标可循。建立
严格的产地准出、市场准入、风险评估制度，全面推行食用农
产品合格证，确保不合格农产品走不出田间地头。建成市、区
（市）、镇（街）、村四级农产品质量监管体系，每年完成农产品
定性检测 40 万批次，地产农产品合格率持续稳定在 99%以上。
实施“检打联动”，对不合格产品 24 小时内启动执法调查程序，
一经确认立即取消农产品品牌标志使用权，用“零容忍”的态
度确保农业品牌的质量信誉。此外，青岛还创新建立了知名农
产品品牌库和黑名单制度，对农产品品牌实行动态管理、优胜
劣汰。拓展商标注册范围、完成知识产权登记、健全品牌保护
机制、提升品牌价值，一系列的强监管机制和行动确保了青岛
农品品质为先。如今，绿色、优质、安全已然成为青岛农品在
消费大众心里的代名词。

开放塑形象，不断强化品牌声量。酒香也怕巷子深，为强化
青岛农品品牌声量，近年来，青岛充分发挥东部沿海城市优势，
坚持市场化营销，以开放姿态塑品牌，为当地农品“搭台唱戏”，
既坚持“请进来”，打造全国首个农业“国际客厅”，承办亚洲农业
与食品产业博览会、中国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中国农业创富大
会等重量级展会；也努力“走出去”，参加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
中国农交会和澳门国际贸易投资展览会暨山东农产品专场推介
会等高端展会，让青岛农品多多亮相。同时发展外向型加工农
业，创建中国（青岛）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园，积极拓展欧美、东
盟、中亚等海外市场，全市农产品出口企业达 1200 多家，其中
1000 余家企业通过 BRC 等国际出口质量体系认证。为了进一
步扩大青岛农品的影响力，青岛“借道”网络平台，大力培育直播
电商、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探索“青岛农品”直通直销、团体消费
等新模式，开设地方特色农品馆 4 个，打造出“胶味领鲜”“即供”

“云山大樱桃”等知名互联网品牌。全市农产品市场交易额突破
千亿元大关，其中农产品出口 432.7 亿元，居全国同类城市之首。

文化彰特色，持续丰盈品牌内涵。青岛农品深厚的品牌文
化内核让其不仅仅是简单的食物，更是馈赠亲友的伴手佳品。

“不管是胶州大白菜，还是里岔黑猪、五龙鹅，青岛每个大众熟
知的农品背后都有一段历史悠久的品牌故事。”青岛市农业农
村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为持续提升青岛农产品品牌的特质和
内涵，青岛坚持以文为媒、以文铸魂，讲好品牌故事，推动优秀
传统文化和传统地方名品融合发展。近年来，青岛陆续建立了
青丰种业、胶州大白菜、柏兰等农产品品牌博物馆、展览馆和
体验馆，培育出“食在平度”“采食即墨”“乐在莱西”等区域公
用品牌和“山后韭菜”“玫瑰之恋”等众多产品品牌。此外，通
过中国农民丰收节、胶州湾蛤蜊节、崂山北宅樱桃节、平度大
泽山葡萄节等农旅节庆活动打造“青岛农品”系列品牌形象宣
传、展示平台。

做强产业——
高质量布局“舌尖上的千亿元产业”

民以食为天，当“舌尖滋味”发展为千亿元产业，关系到的不
仅是千家万户的餐桌，还有农民田间地头的收入。农业产业兴
则农品品牌旺，青岛坚持“品牌+产业”思路，通过优化产业布
局，打造全产业链，以产业育品牌、以品牌引产业，推动农业产业
高质量发展，为农品品牌的培育和健康发展强根筑基。

特色产业优势区是青岛农品培育的源头活水。为打造坚实
丰厚的产业基础，青岛市以创新融合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为方向，
编制《青岛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战略规划》，对种植经验丰富、
发展好、已经初具规模的特色农品优势区域给予全力扶持，高标
准打造胶州大白菜、大泽山葡萄等 4 个省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引导优势产业向优势区域聚集，进一步提升产业的规模化和专
业化水平。

还有半个月，胶州大白菜就要上市，青岛丰硕家庭农场负责
人匡兆强已经开始陆续接收全国各地的订单。匡兆强感叹，去
年受天气影响，白菜产量有所减少，但是因“胶白”广受认可，因
此价钱上涨了 30%左右，所以虽然减产，但收成依然不错。“现在
白菜进入卷心期，很快就能上市了。今年气候好，我们这里还是
被认定的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政府对咱种植户各方面的扶
持都很大，不光种植方面有专家指导，每年各种展销会也帮我们
开辟了不少销路，咱用心种白菜就行，啥都不愁！”以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为重点，青岛发展起特色农业 400 万亩，培育出农业区域
公用品牌 34 个，名特优新农产品登记数量居全省首位。青岛市
农业农村局相关人员告诉记者，这些优势区是青岛特色农品的

“底子”，加强对这些优势区的扶持，就是用更少的力气实现更大
的成果，把强变更强，把“青岛闻名”变成“全国闻名”，实现现有
品牌带动后起，强势品牌带动弱势。

随着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的不断深入，市场主体发展的
新载体、新平台也在不断涌现，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
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蓬勃发展，这些新主体带动着农业产
业升级蝶变，催生着新业态的产生。“目前，田瑞集团已经探索了
蛋鸡自动化养殖新模式；同时，田瑞集团发力一二三产业融合，

打造集体验、观光、采摘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园区。”田瑞集团董
事长曲田桂介绍。从小养殖场发展到三家公司组成的大集团，
从单一的发展结构升级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田瑞集团借助
新模式成为青岛地区的企业标杆。当前，青岛市级以上农业龙
头企业达 333 家、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 927 家，农民合作社和家
庭农场达 4 万家。目前，正大、康大等 95%以上的农业品牌都来
源于龙头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成为引领特色农业优势产
业发展的主力军。

针对部分企业生产规模相对偏小，缺少深加工、精加工等产
业弱势环节，青岛聚焦高质量发展，进行延链、补链、优链，解决
因产业链缺失、薄弱导致整个农业产业“顾头不顾尾”的状况。
近年来，持续培育出生猪、奶牛、肉鸡、蛋鸡、肉牛、肉鸭、肉兔等
7 大优势产业链，逐步形成以康大、万福、九联等龙头企业为引
领主体，贯穿种苗繁育、生产、加工、流通等全过程、全环节的特
色优势产业链和品牌集群。与此同时，青岛加快推进现代农业
产业园区和特色专业镇村建设，通过资源集聚、抱团发展的方式

推动产业发展升级。当前，已建设现代农业园区 900 多个、面积
50 多万亩，年产值近百亿元，带动 20 多万农民就业。发展全国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33 个、省级农业产业强镇 41 个、乡土产业
名品村 252 个，以蓼兰镇大花生、黄岛蓝莓、金口芹菜等为代表
的优质特色农业年产值达 176 亿元，其中，西海岸新区蓝莓种植
面积近 10 万亩，成为全国县域面积最大的蓝莓规模化生产基
地，被誉为“中国北方蓝莓产业化的摇篮”。此外，通过“双招双
引”，引进俄农、瑞克斯旺、联想、浩丰、新希望等大型企业布局新
兴农业产业，花生、蓝莓、茶叶、种业、肉牛、远洋渔业等 6 大高端
产业初具规模。

好山好水好农品，富民强农硬招牌，“青岛农品”作为青岛市
委、市政府近年来重点打造的区域公用品牌之一，已连续 4 年进
入中国区域农业品牌影响力排行榜“十强”。眼下正是深秋时
节，胶东原野丰收正忙，一批批新鲜的“青”字号农品正贴标加
工、装箱待发，向大众消费者传递着来自青岛乡土的一方风味、
一城风韵和一道道山长水远的味蕾牵绊。

▶“青岛农品”亮相粤
港澳大湾区农产品市场。

◀凯盛浩丰智慧农业产
业园亚洲单体规模最大智慧
日光温室培育的“一颗大”西
红柿领跑网络市场。

6 列 12 层鸡
舍 生 产 的 田 瑞
牌 鸡 蛋 成 为 上
合峰会、海军节
等 重 大 活 动 保
障食品。

青岛崂山青岛崂山。。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2023年新一代“青岛
金花”农业培育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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