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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风采

□□ 任荣

大概在十几年前，北京市开始举办草莓嘉
年华和世界草莓大会、种子大会、食用菌大会、
葡萄大会，且每年都会召开。如果不是受新冠
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还会继续召开樱桃大
会，苹果也还会搞休闲大会。通过会展，北京
农业集合了各种资源和要素，实现了转型。

未来的农业应该是融合化发展，农业将在
未来实现由一产向三产的飞跃。

北京的农业为什么说融合化发展？因为
外地能生产的东西，北京也能生产，从纯经济
效益来讲没有竞争力。四川成都的草莓运到
北京卖50元1斤的时候，市民到乡村去采摘草
莓会摘到 120 元 1 斤，就是因为服务业满足了
消费者的体验、科普、休闲娱乐的需求，提供这
样的价值，自然会有回报。

乡村振兴产业的描述是什么？产业兴
旺。生产发展，原来追求是量，现在追求是竞
争力，其实里面就是品牌的问题。我给北京很
多的农产品起过口号，草莓是农民给市民的礼
物，是甜蜜的礼物；樱桃也是农民给市民的礼
物，樱桃是多彩而甜蜜的礼物。

作为生产者关注农产品不仅仅是产量、品
质，还要关注其颜色；游客到沟域里去体验、去
采摘、去观光，不仅仅看山色，还要看五颜六色

的农产品。
未来的农业是智慧化的。农业人口慢慢

往外转移，我们通过努力让他们回来，通过努
力让外人关注我们的农产品，让农业更智慧，
就是一条重要的思路。如果网上没有照片，不
能够打动消费者，那就不是智慧的；如果导航
导不到那里，微信付款不能接收，没有办法预
订，也没有办法快递，那同样不是智慧的。所
以，品牌农业发展的未来一定要智慧化。

实际上，随着未来的发展，品牌农业和休
闲农业相融合，都是第三产业服务业，我们必
须把其看成服务业，仅仅是融合还不够。北京
市在几年前就把农业农村部门列为文化产业
领导小组的成员单位，从那时候开始北京市政
府就认为农业是文化产业，这是个很大的飞
跃。如果我们把农业认定是文化产业，它会让
你的工作变得更有空间，更有味道，我们的农
业提供的是物质和精神双重产品的产业。

文化特色、区域特色、品种特色和品质特色
是特色不同的方面。品质是做品牌的基础，是良
心。很多从业者做的失败是其产品品质不行，品
质一定要提出来的。创意是做品牌的灵魂，你投
入的多与少不是关键，关键是有没有魂，我觉得
要认识到这一点，只有靠创意才能成功。

（作者系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
发展处处长）

□□ 苗冰松

品牌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
志。走质量兴农之路，要突出农业的绿色化、
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做好特色文章，加快
培育优质特色产业，打造高品质、有口碑的农
业“金字招牌”。

近年来，河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品牌农
业的发展，大力推进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企业
品牌和农产品河北品牌的三位一体的品牌战
略。2020年我们提出发展 11个农产品河北品
牌，这是河北独有、富有、特有的东西，比如“京
东板栗”，为河北所特有，其他省少有或者没
有。比如河北的梨，总产量占全国一半以上，这
是富有的农产品。集中打造12个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还有我们领先的“金沙河”“今麦郎”等
企业品牌，努力打造河北农产品系列知名品牌。

经过几年的努力，河北品牌农业的品牌呈
现出多层次、多领域、多类型的发展态势，百花
齐放的局面正在形成，有力地推动了农业高质
量发展。

河北农产品扛着品牌大旗，走向全国大市
场，为农产品外销拓宽了渠道，为农民增收拓
宽了渠道，这是我们抓品牌的核心要义。作为
政府部门来讲，推动农业品牌建设，就是要带
动农业增效、带动农民增收、带动农村稳定，这

是我们农业农村部门抓品牌建设的核心要求。
截至目前，全省注册农产品品牌7万多个，

居全国第五位，品牌农产品数量年增长率达到
10%，差不多六七年就能翻一番。培育创建了
国家级区域公用品牌13个，省级以上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85个，设区市级以上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200多个。品牌对现代农业的引领作用
正在凸显，涌现出了“平泉香菇”“宣化葡萄”

“巨鹿金银花”等享誉全国的品牌。
河北还有五得利、裕丰、今麦郎等企业，年

销售收入超过百亿元，品牌销售收入不断提高，
品牌农产品对农业总产值的贡献率也在逐年增
加，品牌平均溢价率在20%以上。有了品牌的加
持，农产品更光鲜亮丽，质量更优，价格更好，有
力地促进了农民增收和县域经济的发展。

很多品牌的发展契合当前讲营养讲健康
的消费需求，契合了我们在物质条件逐步丰富
的条件下，更追求健康的需求。很多农产品历
史悠久，优势突出，市场开发潜力巨大。农产
品讲究道地，产地不同，其价值就不同。要把
区域公用品牌做强，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很多
措施要落到实处。希望未来很多河北农产品
都能成为独树一帜的品牌，发掘出健康、养生
等功效，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做
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

河南信阳浉河区
美食荟萃引爆消费扶贫

近日，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农特产品消费扶贫豆腐美食展
在浉河区举行。美食展由浉河区农业农村局主办，设置了豆腐
主题展区、农特产品展区、文化展区，线上线下同步展销。

记者看到，在豆腐主题展区内，水豆腐、千张、臭豆腐、豆
腐乳等豆制品琳琅满目，众多市民带着孩子在磨豆DIY互动
区体验磨豆浆的乐趣；农特产品展区里，东双河、浉河港、十
三里桥、柳林等各涉农乡镇带着当地的优质农特产品精彩亮
相，市民争相抢购；文化展区现场，极具信阳特色的歌曲《柳
林地锅香豆腐》、舞蹈《情满茶乡》等节目将文化演出活动推
向高潮。

近年来，浉河区以绿色发展、品牌发展、特色发展为引领，
立足特色产业优势，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持续推进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初步形成了茶产业、板栗、食用菌、果蔬等特
色农业产业带。目前，全区共有茶叶种植面积60万亩，涉茶总
产值100亿元；板栗种植面积20万亩，年产优质板栗3万吨；耕
地总面积 38 万亩，年粮食总产量 12 万吨；蔬菜播种面积 6.84
万亩，全年蔬菜总产量约18万吨。

围绕特色农产品产业化发展富民强区，浉河区致力拉长
产业链条，做大产业规模。2019年，全区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创产值 8.9 亿元，实现利润 2 亿元，上缴税金 0.55 亿
元。依托龙头企业，大力实施“一村一品”工程，先后成功申报
董家河镇为中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十三里桥乡为花卉苗
木示范乡；以省级农业产业化集群为带动，进行老茶园改造和
新品种引进，实行标准化、机械化生产，着力提升茶叶产业化
经营水平；以城乡居民休闲市场消费需求为导向，重点打造浉
河港“信阳文新茶村”、吴家店镇“信阳10号精致生产线”、东双
河镇“龙轩茶业体验园”项目，实现茶、旅游、服务多产业融合，
目前已带动农户1000余户，户年均增收9000元。

图为信阳市浉河区农特产品消费扶贫豆腐美食展现场。
杨德政 本报记者 王帅杰 文/图

湖南举办柑橘进社区活动

近日，由湖南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良橙橘日潇湘味”
湖南柑橘进社区活动启动仪式，在长沙市湖南贫困地区优
质农产品展示中心举行。来自湖南省农业农村厅、省柑橘
协会、省物业协会、湖南柑橘企业、采购商和新闻媒体的
150 余名代表参加了启动仪式。

据悉，湖南省橘、橙、柚类栽种面积约 600 万亩，2020 年
产量超过 560 万吨。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影响，柑橘消费市
场不稳定因素增多。此次活动的目的，是为有效应对农产品
市场新形势，助力湖南柑橘产品销售，促进产销对接、资源共
享，提升橘、橙、柚在社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让更多消费者
和采购商了解、认可湖南本土柑橘。

活动还公布了 2020 年首届“湘南脐橙”品评会金奖获奖
名单，多家柑橘行业协会负责人、生产企业代表在现场推介
了永兴冰糖橙、麻阳冰糖橙、道县脐橙、雪峰蜜橘、石门柑橘
等湖南优质柑橘品牌；多家物流企业和合作社现场结对签订
采购协议，将通过物业、社区店、电商、大型连锁超市、产销对
接活动等渠道深入社区，走进千家万户。

据悉，本次活动在湖南贫困地区优质农产品展销体
验中心和长沙市内各大社区同步举行，采取直播带货、现
场品鉴、团购有礼等载体丰富、形式多样的展销方式，举
办为期 6 天的湖南柑橘展示展销活动。

叶素丰 本报记者 吴砾星 文/图

湖北枝江农产品走进粤港澳大湾区

“玛瑙米飘香南国，粤枝情意深似海。”近日，由湖北绿
乡萌智库策划的“枝滋有味·感恩大湾区”洽谈推介会在广
东省广州市举行，湖北宜昌枝江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枝滋有味”系列农产品走进粤港澳大湾区进行推介。广
东省农展馆、广东民营企业家联合会、华南绿色工业创新
联盟等数十家企业代表参会，枝江粮食储备库代表和广东
采购商代表现场签约。

“粤鄂情深、感恩助农，非常感谢广东朋友们在湖北疫
情时期的鼎力相助，枝江将敞开大门欢迎粤港澳大湾区的
企业家来寻找合作机遇。”枝江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
员姚迎九介绍，2020 年 4 月，在“粤鄂同心”直播带货枝江

“枝滋有味”玛瑙米活动中，累计超过 200 万的网友在线围
观，1.6 万吨玛瑙米被认购，总价值近亿元。此次洽谈活动
将为粤鄂两地疫后农产品对接合作搭建长期供销渠道，
形成更加紧密合作的发展平台。广东省农业展览馆馆长
丘志勇表示，粤鄂同心、齐谋发展，将带领广东农产品采购
商联盟企业，加深粤鄂两地的合作。

本报记者 乐明凯

抓住“钻石期”走好品牌路
□□ 王小川

打造高品质有口碑的“金字招牌”

品牌农业要有创意够智慧

不平凡的 2020 年已经过去，充满希望的
2021年已经到来。回望“十三五”，我国品牌农
业发展渐成燎原之势，在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
发展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在刚刚召开的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
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品种培优、
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令人鼓舞。
可以说，我国农业品牌发展迎来了“钻石期”！

推动快速发展 营造良好氛围

认识是实践的先导。在农业生产还处于
“以量取胜”“广种多收”的粗放时期，对于什么
是农业品牌，为什么要发展农业品牌，很多“三
农”工作者缺乏清晰的认识。从起步时的筚路
蓝缕到如今的群英荟萃、群芳争艳，我国农业品
牌走过一段不平凡的发展历程。现如今，关于
什么是农业品牌、为什么要打造品牌之类的疑
问越来越少，社会各界对如何打造品牌、如何运
营好品牌的认同与日俱增。

走进街头巷口的水果超市，平谷大桃、秭归
脐橙等各类精品水果琳琅满目；打开购物网站
点击鼠标，潜江龙虾、大通牦牛就来到消费者的
餐桌。品牌农产品在满足消费者味蕾的同时，
也在市场上显现出极强的竞争力。可以说，品
牌就是农产品品质的保障、信誉的凝结，帮助农
产品在万千竞争者中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赢得
消费者和市场的认可。

走品牌强农之路，要突出农业品牌化，打造
高品质、有口碑的农业“金字招牌”。党的十八
大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地大力实施品牌强
农战略，引领打造了一大批立得住、叫得响、信
得过的知名农产品区域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
品牌，农业品牌溢价效应逐步显现，形成了全国
推进、多点突破、全面开花的发展格局。

走在品牌路上，农业大有希望，品牌农业的

强势推进带动特色产业快速发展。甘肃省立足
寒旱资源禀赋和独特地理区位，发展特色丝路
寒旱农业，大力培育“甘味”农业品牌。云南省
积极打造云茶、云花、云果等“云系”特色品牌，
引领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

随着品牌农业建设在神州大地如火如荼般
开展，各地农业品牌建设逐步走向纵深。深入
挖掘历史典故、名人轶事、饮食文化等题材，灵
活运用传统工艺、创意设计、民事体验等方式，
积极促进农业产业发展与重要文化遗产、民间
技艺、乡风民俗的融合……农业品牌的内涵和
底蕴不断丰富，极大地增强和提升了农业品牌
的竞争力。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开启新阶段、
进入新征程，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加快实
施品牌强农战略已经成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
展、提升农业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夯实建设基础 蓄积发展后劲

“十三五”期间，我国农业品牌建设力度空
前，进程加速，受到高度关注，区域公用品牌、企
业品牌、产品品牌协同发展，强势品牌崭露头角，
知名度和影响力有了大幅提升，形成了政府强力
推动、企业主动创建、社会积极参与的良好局面。

2017年，全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和农业品
牌创建推进工作会上提出，农业品牌创建是全
局性战略性工作，要用品牌覆盖农业全产业链
条，促进农业质量效益全提升。按照全产业链
推进、全价值链提升的思路，农业农村部加强政
策创设，推动农业品牌建设与重大项目融合，推
动园区建设品牌、支持主体创建品牌、强化加工
提升品牌、畅通流通保障品牌，为塑强中国农业
品牌提供有力支撑。

精准扶贫靠产业，产业扶贫靠品牌。在脱
贫攻坚决胜阶段，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解放思想，

创新思维，加大政策扶持、加强营销推介、加大
公益宣传，将品牌扶贫作为品牌建设的重要内
容，汇聚优势资源，激发产业扶贫动力，助力贫
困地区实现从“卖资源”到“卖品牌”。

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发展农
业会展经济，支持农产品营销”，蓬勃发展的农
业展会已经成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平
台、新名片。近年来，各类农业品牌在国际农产
品交易会上集中亮相，省部长推介农产品专场、

“我为品牌农产品代言”名人公益推介、“乡人乡
味”农民推介、“稻花香里说丰年”市县长推介等
一系列高端品牌推介活动，开创了我国农业品
牌营销新模式。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2017 年，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认定启动，开启了“一个
特优区塑强一个区域公用品牌”的新路子。
2019 年，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制度发布，引起社
会的强烈关注。“十三五”期间，各级农业农村部
门深化改革，开拓创新，打好品牌建设“组合
拳”，在政策创设建设内容、平台载体、工作机制
等方面，加强实践创新和探索，为农业品牌建设
注入了新的动力。

把握发展方向 强化引领作用

“十四五”大幕已启，我们已经踏上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城乡居民需求
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推动品种培
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为新阶
段的农业品牌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以质量品牌
为重点，促进消费向绿色、健康、安全发展。与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与高质量
发展的要求相比，中国农业品牌发展还有不小
差距。加上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错综
复杂的内外环境仍充满不确定性。在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大背景下，大力实施品牌强农战略，促
进农业供需结构调整，对于延伸产业链，提升价
值链，稳定和创新供应链，持续推动农业高质量
发展，提升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将发挥更加重
要的作用。

随着5G、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现代信
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经济成为推动我国农
业农村发展的重要引擎，也为农业品牌创新发
展提供了新契机。当前，以品质为基础、以数字
技术为支撑、以传统农批市场和新兴流通渠道
为依托的现代流通格局逐渐形成。随着“新基
建”的全面提速和“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
工程的深入实施，数字技术将赋能农业品牌建
设，成为激发农业品牌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在着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推动品
牌国际化农业农村部门要扮演重要角色。各级
农业农村部门、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要加强内外
统筹发展，持续加大农业品牌国际化营销力度，
讲好中国农业品牌故事，树立中国农业品牌的
国际形象，推动更多的中国农业品牌走向世界，
丰富世界人民餐桌，弘扬中国农耕文化，展现中
国现代农业发展实力，成为推动农业国际合作
的“金字招牌”。

“十四五”时期，农业农村部将进一步强化
品牌建设引领作用，发挥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的
平台效应，以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
设工程和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建设为抓手，全
面提升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质量和效率，进一
步激活农村市场，促进“双循环”格局形成。

新阶段新格局新征程，我们要把农业品牌
作为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关键一环，
以品牌建设引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
品牌建设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稳走
好品牌建设这条为广大农民谋幸福、为中国农
业谋强盛的必由之路！

□□ 本报记者 房宁

推进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是优化农
业产业结构、促进提质增效的有效抓手，是转
变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一项紧迫任
务，也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
重要突破口。2021 年，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有
哪些值得把握的利好、应该关注的走向？中
国区域农业品牌研究中心于 2020 年底发布的

《2020 中国区域农业品牌发展报告》中提供了
几条线索。

报告分析认为，当前农业品牌建设受到高
度关注，政策给力，进程加速。全国农产品质
量安全水平总体继续稳定向好，农产品注册商
标增速明显，有关部门批准建设、认定了一批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
业强镇、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为我国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

报告提出，2021年，地方政府、市场主体要
善于把握区域公用品牌发展的几个趋势：

第一，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数量和产值将继
续增加。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全国乡村产业发
展规划（2020—2025 年）》明确提出，培育一批
产值超百亿元、千亿元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中
央财政对批准建设的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进行
适当补助，支持各省围绕基地建设、机种机收、
仓储保鲜、产地初加工、精深加工、现代流通、
品牌培育等全产业链建设，有助于提升优势特
色产业发展水平。

第二，高标准农田和现代农业产业园等
对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将持续发挥支撑作用。
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2019 年和 2020 年，中
央财政分别安排资金 860 亿元和 867 亿元，每

年支持全国新建 8000 万亩高标准农田。2021
年，全国计划新建高标准农田 1 亿亩。在现代
农业产业园认定方面，中央财政通过奖补方
式，对批准创建和通过评价认定的产业园，按
不同情形予以适当支持。这一系列举措有利
于夯实区域公用品牌的发展基础。

第三，农产品同质化问题将得到改善。报
告指出，目前农产品供给方面存在的一个突出
问题是，低端产品供过于求，而高端农产品供
不应求。其原因包括产业链科技含量较低，市
场信息采集、分析能力较为薄弱，现代化的冷
链仓储物流设施配套不足等。2020年，国家在
数字乡村建设、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
建设工程方面加大了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大
数据、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
不断应用、渗透，为解决“小生产、大市场”的信
息不对称、提升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能力提供
了便利，这些都有助于解决农产品同质化问
题，有利于提升品牌竞争力。

第四，区域品牌农产品爆单量有望增长。
2020年，为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对农产品销售的
不利影响，诸多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尝试改变旧
有的销售模式，通过线上直播、网红带货等方
式进行营销。2020 年的“试水”为农产品线上
线下多渠道销售及农业品牌线上营销积累了
不少实战经验和流量资源。在此基础上，如果
2021 年运营得当，爆单的机会将大大增加，这
对品牌影响力的提升也将是一大利好。

报告提出，各地应根据特定的自然生态环
境、历史人文因素，强化品种保护、品质管理，
培育地域特色突出、功能属性独特的区域公用
品牌。规范品牌授权管理，加大品牌营销推
介，提高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和带动力。

乘势而上 推进区域公用品牌建设

新年新思路

2021年元旦前夕，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种植的脐橙迎来丰收季，各种植基地
忙着组织群众采收、分拣、装运脐橙，以供应节日市场。近年来，榕江县积极引导群众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大力发展脐橙等优质果品种植。目前，全县种植脐橙4.2万亩，给当地群众带来可观的经
济收入。 胡攀学 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