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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郝凌峰

燠热的三伏天是最好的催熟剂，山东
青岛平度大泽山上，成方连片的葡萄园在
热气蒸腾中氤氲出隐隐香气，沁人心脾。
这些葡萄成熟后除了供给旅游采摘，还将
通过大型商超、电商等渠道运往北京、上
海、烟台等全国各地。“这个品种是泽山 1
号，冰糖味比较重，在东北地区很受欢
迎。”葡萄种植户昌云军轻轻揭开一个纸
袋，为记者介绍。

群山环而出泉，汇为大泽。青岛平度
大泽山风光旖旎、四季分明，当地群峰环绕
形成的丘陵盆地小气候和北纬37°黄金纬
度线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成
就了大泽山葡萄的高品质。如今，在平度
市14万亩葡萄种植面积中，大泽山镇葡萄
种植面积就有3.5万多亩，拥有300多个品
种，年产葡萄5万余吨，葡萄产值7亿元。

从“养在深山人不识”到如今“葡乡美
名天下知”，大泽山葡萄是如何一步步从
深山走向城市？新品层出的水果市场上
能常年强势“圈粉”，“大泽俏货”留住消费
者的秘籍是什么？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转型之际，葡萄之乡未来路在何方？所有
的疑问与好奇，在望不见边的葡萄架下、
在手掌粗厚的老农话语中、在数不清品种
的葡萄研究所里、在意气风发的年轻干部
身上，记者找到了一块块答案拼图。

葡萄为什么这样甜？
一场技术支撑的“味蕾征服战”

葡萄还能吃出榴莲味儿？大泽山用
300多个品种告诉你，不仅可以，还能有茉
莉味、玫瑰味……果肉蜜甜、芳香馥郁且
各有不同的大泽山葡萄对消费者而言，完
全就是一场味蕾盛宴。但是，品尝美味的
同时我们也不免疑惑：纵然有着优越的地
理位置与气候条件，大泽山的葡萄又何以
甜得如此“花样百出”？良种培育和现代
化种植技术是大泽山在众多葡萄产区脱
颖而出的“两把刷子”。

葡萄好吃，良种为先。大泽山在山东
省鲜食葡萄研究所和平度市江北葡萄研
究所的引领下，大力推动葡萄品种培育工
作，使得大泽葡萄“名品辈出”。当地培育
的泽香、泽玉两大品种曾在全国农博会上
获金奖并蝉联四届，还在青岛、昆明两届
世博会夺金牌，“金手指”葡萄连获两届

“全国最甜葡萄状元金奖”。
在品种培育方面一直走在前面的大

泽山掌握了葡萄口味的“本源密码”。“这
是玉波八号，入口后奶油香味很浓，皮也
没有涩味，而且这个品种是极早熟葡萄，
属于低风险栽培品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
给我留言，咱们一起交流。”淄阳湖北岸，
平度市江北葡萄研究所中，所长韩玉波正
顶着日头在葡萄园拍摄短视频。今年 59
岁的韩玉波沉醉于葡萄育种事业近 30
载，先后培育成功玉波一号、玉波二号、短

枝玉玫瑰、紫地球等6个葡萄新品种。
多年的品种培育让大泽山产出了“花

样”葡萄，而现代化种植则帮助大泽山实现
了葡萄跨季。“春夏有早熟葡萄，秋有露天葡
萄，冬季有晚熟葡萄，来我们大泽山，一年四
季都能吃到新鲜葡萄！”大泽山镇党委书记
王清祥介绍，大泽山镇在保持现有秋季露
天葡萄品质和产量的基础上，发展设施栽
培及冷库，形成“冬棚葡萄+春棚葡萄+露
天葡萄+冷库葡萄”的全季节性葡萄产业
链，让来大泽山的游客一年四季都有葡萄
吃。今年，大泽山新规划建设的两个冷运
仓储项目可存储500万公斤鲜食葡萄。

此外，为提升葡萄品质，大泽山大力推
进葡萄标准化生产，在种植过程中严把肥
料关、病虫防治关、灌溉关，推出无激素、无
除草剂、无化肥的“三无葡萄”俘获消费
者。“我们还建起了5个设施保护栽培试验
示范基地和1个大田葡萄名优品种示范基
地，专门负责葡萄良种的引进、繁育、试验、
示范、推广及技术指导。”大泽山镇农业农
村服务中心主任杜相俊介绍。

“葡萄下山”路咋走？
一次品牌领跑的“市场大圈粉”

打造好产品最终还是要走向大市场。
如果说培育品种、提升品质是大泽山

葡萄“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自我淬炼，那么
做优品牌、叫出名声便是大泽山葡萄走向
市场的“开道锣鼓”。

大泽山坚持用节庆活动叫响大泽山葡
萄品牌。每年九月，当大泽山浸染在一片
葡萄香中时，一场盛会也便由此拉开帷
幕。“为提高大泽山葡萄的知名度，我们从
1987年开始举办大泽山葡萄节，至今已连
续举办了36届，每年葡萄节期间客流量都
能达到近百万人，成为大泽山对外宣传的
一个重要窗口。”杜相俊告诉记者，今年是

中国大泽山葡萄节举办的第37个年头，一
进入7月份，很多老顾客就开始数日子，并
且纷纷打听葡萄节的情况。消费者“不请
自来”的热情背后是大泽山葡萄节用近四
十载岁月打磨出的硬招牌。除了传统的大
泽山葡萄节，2022年开始，大泽山镇还与抖
音平台合作，联系大泽山镇内 8家葡萄专
业合作社，共同举办抖音葡萄节，新媒体平
台带来的巨大流量让大泽山葡萄品牌知名
度在消费市场，特别是年轻消费群体中火
速叫响。“去年抖音葡萄节我们请了 20多
名网红，分散在各个葡萄园区进行直播，给
我们带来了很多人气。”杜相俊说。

为统筹各方有利资源、推动大泽山葡萄
品牌进一步发展，2003年大泽山镇政府主导
成立了平度市大泽山葡萄协会，2005年完成
了“大泽山”商标的转让注册，并对各地大
泽山葡萄经销商进行规范管理，统一设计
包装、统一市场管理、统一组织打假，改变
了过去大泽山葡萄销售市场混乱的局面，
大泽山葡萄进一步朝着规范化迈进。如今
大泽山葡萄通过商超、电商平台、社区团购
等多重渠道走向全国市场，并先后荣获“中
国驰名商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全
国果品区域公用品牌 50强”“国家级农产
品地理标志示范样板”等国家级荣誉 20
余项。2021年9月，青岛市质量发展促进
会发布大泽山葡萄区域品牌价值为 36.83
亿元，大泽山葡萄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做大之后如何做强？
一条高质量的产业升级路

好产品有好“钱”景。大泽山葡萄名
气越来越响，群众“钱袋子”也越来越鼓，
葡萄种植已经实现规模化的大泽山镇开
始考虑做大之后如何做强、做优，朝着高
质量发展道路迈进。

“我们坚持在‘融’字上做文章，以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促进葡萄产业由大转
强。”杜相俊介绍，近年来，大泽山依靠地
理标志的品牌效应，将市场需求传导到生
产、加工、销售各环节，大力发展葡萄产业
的新业态，“为推动葡萄深加工，我们发展
了具有一定规模的葡萄酒研究所 3家，培
养技术骨干，研究特色、高端产品，泽山葡
萄酒厂先后开发了冰葡萄酒、鲜葡萄汁、
葡萄醋等新产品。”

在销售环节，除了传统的采摘和进入大
型商超外，大泽山镇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
加强与中国惠农网、淘宝、抖音等电商平台
的销售合作，每年通过各电商平台销售葡萄
200余万斤，年均交易额达2亿元，吸收返乡
农民工310余人，助农增收500余万元。

通过强化产业融合，积极发展以葡萄
为特色产业的生态旅游，大泽山镇实现了

“葡萄搭台、旅游唱戏”，全方位构筑起以
葡萄为支撑的生态旅游框架。如今，以御
驾山路、天柱山观光大道、平柞路为主框
架，大泽山镇已大力发展起五龙埠、天池
岭、芝莱山三大生态旅游风景区，区域内
建设葡萄采摘园 380多家，农家宴 200多
家，拓宽铺筑旅游路 50公里，建设高档次
的葡萄长廊 3600 米，有力拉动大泽山高
端观光农业和生态旅游。

为聚集资源，高质量发展葡萄产业，大
泽山镇 2021年开始规划建设大泽山葡萄
文化产业园项目。该项目占地2500亩，围
绕平度农旅华夏大泽葡萄谷产业园、葡萄
大观园、金色天柱葡萄园区、高氏庄园、响
山潘民宿、五龙埠观光园、江北葡萄研究所
等原有产业基础“七星连线”，以大泽记忆
为中心多点建设提升，实现连片带动，打造
育种、种植、销售、储存、运输、加工、观光、
采摘、展示 9个环节无缝衔接的现代农业
产业园区。目前，该项目占地1200亩的阳
光玫瑰设施大棚已建设投产，同时带动辐
射周边600亩葡萄设施大棚建设。

大泽山葡萄全国“圈粉”靠的啥？

□□ 田亚楠

品牌化是农业现代化的标志，也是带动
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作为地处黄淮平原腹地的农业大市，河
南省周口市拥有淮阳黄花菜、扶沟西瓜、郸
城红薯、鹿邑芹菜、扶沟辣椒、项城白芝麻、
黄泛区黄金梨、鹿邑蒲公英等一大批享誉海
内外的优质特色品牌农产品。它们犹如一
长串的珍珠，在周口蓬勃发展的现代农业中
闪闪发光。

近年来，周口市立足农业特色和发展优
势，积极开展农业品牌培育，深入开展“品牌
强农”行动，加大农业品牌宣传推介和扶持
力度，着力打造一批市场影响力大、竞争力
强的农产品品牌和区域公用品牌，将农业产
业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与发展优势。

立足资源禀赋 打造特色品牌

一马平川的地势，让周口自古以来就拥
有令人羡慕的良好生态环境。因此，这里盛
产品种多样、质量上乘的特色农产品。

“这就是芝麻寻觅千年择地而生的砂礓
黑土，透水性好，保肥力强，含钾量高。”周口
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党
支部书记杨玉慧介绍，芝麻生长对土壤的要
求非常挑剔，项城市光照充足、雨热同期，独
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形成了项城白芝麻独
特的品质。

同项城白芝麻一样，郸城红薯、扶沟辣
椒、鹿邑蒲公英等同样得益于当地适宜的土
壤和环境，品质优越、质量上乘，成为享誉全

国的知名地理标识。
用好“土”资源，做足“特”文章。2021年

周口市印发《周口市有机农业发展三年行动
规划（2021—2024年）》，围绕粮食、蔬菜两大
主导产业，加快推进有机农业发展，重点打
造一批特色鲜明、品质优良、市场青睐的有
机农产品，培育壮大特色农业，对特色蔬菜
实施农产品品牌培育营销计划，提高特色农
产品的品牌溢价能力，打造具有鲜明地方特
色的农业品牌集群。

没有品牌，就没有身价。截至目前，周
口市有效期内绿色食品 238个、地理标志农
产品 8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34个，建成
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4个，面
积 177万亩；入选河南省知名农业品牌目录
82个，其中区域公用品牌 9个、农业企业品
牌15个、特色农产品品牌58个。

“我市扎实开展绿色食品认证和名特优
新农产品登录工作，力争完成 20 个以上绿
色食品认证和 10个以上全国名特优新农产
品登录工作，推动我市农产品总量持续增
长，保持年新增绿色食品10%的发展目标。”
周口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发挥龙头作用 开拓广阔市场

亚洲最大的乳酸加工企业位于郸城，全
国知名味精生产企业诞生于项城，雪荣面粉
等众多大型面粉厂在周口遍地开花。

一个个活力旺盛的农业产业正在周口
1.19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激荡出无往
不至的磅礴力量，交织成一篇乡村振兴的奋
进乐章。

周口农业品牌叫响全国、远销八方，离不
开龙头企业带动。周口市积极打通农产品销
售市场，并与康师傅方便面、北京方便面、“老
干妈”等大型食品及调味品生产企业签订长
期供货合同。发展河南陈州华英、雪荣面粉、
金丝猴食品、豫鹰面业、乐涛面业等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带动了周边 30万户农民受益。
截至2022年，全市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
有480多家，经营收入达850亿元，其中农业
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8家、省重点龙头
企业81家、市重点龙头企业194家。

农产品品牌要“出圈”，从创建到营销环
环相扣。周口市注重宣传展销，多形式推广
农产品品牌。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引，认真
贯彻落实周口市委、市政府关于农产品品牌
建设要求，引导有实力的企业、合作社开展
品牌建设工作，强化区域品牌宣传推介，完
善品牌包装设计、宣传标语等。组织优质品
牌企业参加博览会、展销会等，大力宣传、持
续提升周口市农产品市场影响力，推动周口
市绿色食品进一步打响品牌，有效提高产品
市场竞争力。

推动生产变革 拉长产业链条

“我们合作社有5户社员，流转土地600
多亩，种植了蒲公英。”在鹿邑县杨湖口镇，
村民位红旗介绍。

在鹿邑县，有近百家以蒲公英种植加工
为主的合作社或公司，其中有 3家国家级重
点龙头企业、20多个百亩以上的种植基地。
这些公司和合作社各尽其能，构建了“公司+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初步形成

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蒲公英全产业链条。
区域化、规模化发展模式在周口落地生

根。项城市围绕打造白芝麻连片种植基地、
深加工基地、宜机收芝麻研发基地，拉长芝
麻产业上下游产业链条，形成芝麻深加工产
业集群。鹿邑县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
庭农场，形成以任集乡为中心的芹菜产业
带，打造完整的芹菜产业链。郸城建立“企
业+基地+农户”的模式，形成产销一条龙，
成为国内规模较大的红薯制品生产加工基
地，获自营产品进出口权，被农业农村部、省
人民政府认定为“农产品出口创汇基地”。

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近年来，周口市
以基地建设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形成一批生
态环境良好、特色明显、产业合理、发展潜力
大、带动能力强的特色农产品优势区，通过
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为创建品牌农业奠定
了坚实基础。

据了解，截至 2022年，周口市发展农民
专业合作社 21774家，其中国家级示范社 49
家、省级示范社 121家、市级示范社 252家。
培育规模农业经营户及家庭农场 32863家，
其中省级示范家庭农场 41 家、市级示范家
庭农场175家。

品牌是农业市场化、现代化的重要标
志，是农业竞争的核心，也是农业高质量发
展的集中反映。下一步，周口市将加快推进
农业高质高效发展，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
能，让越来越多的周口农业品牌叫响全国、
享誉海外、远销八方，持续增加农民收入，助
力乡村振兴，早日实现在全省率先建成农业
强市的目标。

河南周口

聚力品牌建设 提升农业质效

□□ 王敏

为实施乡村振兴全面推进行动，持续
擦亮“津农精品”金字招牌，不断拓宽天津
市优质农产品市场销售渠道，助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天津市农业农村委联合市
交通运输委于近日召开供需对接会，组织
小站稻、蓟州农品、利达粮油、华旗果茶、
百世耕酱菜等部分“津农精品”品牌企业
参加，邀请天津航空、国航北京航食天津
分公司、厦航天津分公司、奥凯航空、天津
滨海机场配餐公司等相关航食生产单位
负责人出席。天津市交通运输委综合运
输处，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市场信息处、质
监处、种植业处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对接洽谈气氛热烈，有关人
员蒸煮了香飘四溢的小站稻米饭，现场品
鉴了甘栗仁、山楂汁、酱菜、利达烘焙等特

色产品，各品牌主体负责人分别介绍了企
业发展现状及产品特点，各航食生产单位
负责人提出采购需求和具体要求，表示将
持续与天津市品牌农业企业深入合作。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以此次对接活动为契机，继
续组织品牌主体、供应链企业、电商企
业、金融机构等开展座谈会，搭建合作对
接平台，创新金融支持政策，助力农业品
牌发展。同时，组织品牌主体积极参与
2023 年天津市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
动，加大频次开展进机关、进企业、进社
区系列活动，组织参加“津农精品赶大
集”展销活动，争取在京东商城搭建“津
农精品”旗舰店，拓宽产品销售渠道。此
外，依托各类媒体资源，相互借势造势，
加大“津农精品”宣传推介力度，不断提
升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天津

“津农精品”企业与航食生产单位成功对接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胡明宝

盛夏时节，雨后放晴。一大早，陕西
省乾县注泔镇东南村村民陈小社吃过早
饭，戴上草帽，拿起农具，启动装满腐熟
羊粪的电动三轮车，轻车熟路，哼着歌去
果园。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自家的2.3亩
梨园干完农活后，陈小社又去村上的酥
梨合作社“上班”，每月固定工资 3600
元，主要负责合作社果园的日常管理。
凭借多年管理果园积累的经验，陈小社
俨然成为了十里八乡懂技术、善经营、会
管理的“红人”。“在政府的引导下，我们
学习新技术，种植新品种，腰包也鼓起
来，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咧。”陈小社
高兴地说。

在乾县，像陈小社这样的新型农民
还有很多，越来越多的人到合作社“上
班”，学技术挣钱两不误。这些懂技术、
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正在成为

“泔河酥梨”品牌高品质发展的生力军。

“我们村是乾县酥梨种植面积最为
集中、梨果品质最优的村之一，酥梨已经
成为村里的主导产业，基本上家家户户
都栽植了酥梨。”东南村党支部书记陈正
丰自豪地说。

乾县以注泔、阳洪、阳峪、灵源等 4
镇沿泔河流域为重点的酥梨生产已成规
模，2022年年底已经发展到 2.2万亩，总
产量4.3万吨，年产值7.6亿元，成为乾县
第二大栽植水果，对促进当地农村经济
发展和助力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发挥了重
要作用。这一成绩得益于乾县农业农村
局、果业中心重点围绕“稳面积、优布局、
改品种、强技术、抓示范、树品牌”思路开
展工作，大产业焕发蓬勃新活力。

“乾县是我国最早种植酥梨的地区之
一，2019年就获得农业农村部地理标志
产品认证。”乾县果业中心主任刘养峰对
酥梨发展充满信心，“我们正在‘泔河酥
梨’品牌建设上下足功夫，全力让优质农
产品走得更远，让更多的人品尝到乾县酥
梨的美味，让果农的‘钱袋子’更鼓。”

陕西乾县

“泔河酥梨”鼓起果农“钱袋子”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高文

近日，主题为“聚焦品牌跃升，共谋
产业发展”的吉林粮食品牌日暨产销对
接活动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举行。活动
旨在展示吉林粮食品牌建设成果、凝聚
品牌跃升共识，加快实施吉林大米品牌
跃升工程，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吉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韩福春表
示，近年来，吉林省委、省政府持续推进
以吉林大米、吉林鲜食玉米为引领的“吉
字号”农业品牌建设工程，吉林粮食品牌
快速崛起、优势显现。吉林大米和吉林
鲜食玉米先后入选新华社“民族品牌工
程”，吉林大米连续四年荣登“中国粮油
影响力区域公共品牌”榜首。吉林粮食
产业扩容增量、提质增效，全省水稻加工
业产值由140亿元增加到260亿元，吉林
鲜食玉米加工产值由 2019年的 16亿元
增加到2022年的39亿元。吉林大米、吉
林鲜食玉米成为交相辉映的“白金名片”
和“黄金名片”。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总工程师颜
波表示，此次吉林粮食品牌日暨产销对
接活动，为全国粮食品牌建设和产销协
作提供了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在顺畅
粮食流通、促进提质增效等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

在开幕式现场为吉林大米“十大特

优”企业颁奖，吉林大米、吉林鲜食玉米
代表企业现场推介“吉田认购”新营销模
式，吉浙两省达成区域品牌互认签约。

现场设置有吉林粮食品牌精品展、
美食品鉴等活动，重点展示了相关大米、
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带来的优质大米、玉
米产品，全方位展现吉林粮食品牌建设
的丰硕成果。美食品鉴区汇集了吉林大
米制作的朝鲜族特色米糕、紫菜饭团、寿
司，以及鲜食玉米系列产品等众多美食，
吸引众多与会外省客商、企业驻足品尝。

在粮食品牌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企
业家代表围绕全方位夯实品牌跃升根基
和全过程激发品牌跃升动能等方面进行
深入交流和探讨，进一步凝聚品牌打造
的共识、坚定品牌引领的信心、提炼品牌
建设的智慧、创新品牌发展的理念。

同期还举办了产销对接活动，来自
北京、浙江等 10 省（市）区的粮食部门、
行业协会负责人和企业代表，围绕产销
协作、品牌营销与产区地方政府部门、企
业进行分组对接，进一步提升区域粮食
产销协作和产业链融合发展水平。

下一步，吉林省将加快推进吉林大
米、吉林鲜食玉米品牌跃升，打造千亿级
玉米水稻产业集群，充分发挥吉林粮食
优质高产资源优势，增加高品质粮食供
给，让中国人的饭碗装更多的吉林优质
粮、品牌粮。

吉林

品牌跃升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南山荔枝”是全国首个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荔枝。今年，广东深圳南
山区加大力度推进“南山荔枝”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于近期在南山荔枝月亮
湾示范园成立“南山荔枝”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并举行揭牌仪式，进一步强
化“南山荔枝”品牌保护，提升品牌价值，促进南山区荔枝特色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图为深圳最大的荔枝生产基地南山西丽果场，果农正在采摘荔枝。
严子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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