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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承德

走出品牌经营新天地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贾阿楠

鲜嫩甜脆的围场胡萝卜、圆润饱
满的双滦葡萄、圆鼓鼓的平泉香菇、
红润美味的隆化草莓……近日，在河
北廊坊国际会展中心的交易会上，来
自河北省承德市的绿色农产品成了
与会人员关注的焦点。在场众人赞
不绝口，很多与会者拿出手机直接扫
码付款购买。

“口感好，营养足，绿色纯天然，
价钱贵些也值。”在京承农业扶贫战
略合作暨“承德山水”区域公用品牌
推介活动中，正在购买承德绿色农产
品的北京市民李云波告诉记者。

利用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和便
利的区位优势，坚持以品牌为引领，
大力发展品牌农业，推进现代农业发
展，助力脱贫攻坚。大力培育京津水
源地、生态农产品“承德山水”区域公
用品牌，发展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和优
质农产品品牌，有效衔接脱贫攻坚与
现代农业发展，这是承德推动域内农
产品“走出去”采取的一项有效措施。

承德市委书记周仲明说，用“承
德山水”品牌推介域内农产品，是因
为经过多年生态治理，承德的植被丰
富，目前有3442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58.1%，草地1199.63万亩，占全市国
土面积的 20.2%。承德的水甘醇洁
净，年均自产水量达 37.6 亿立方米，
每年向京津等下游地区供水 25.2 亿
立 方 米 ，占 密 云 水 库 来 水 量 的
56.7%、潘家口水库来水量的93.4%，
出境水质监测断面达标率 100%。

“在这样优美的自然环境中生产的农
产品品质更有保证，所以我们就用

‘承德山水’来作为农产品的公用品
牌，以合力铸就的品牌来带动全市农
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思路创新，规划先行

在当地林业部门的支持下，兴隆
县南天门满族乡石庙子村的于长国
和一些农户开始在山楂老树上嫁接
新品种，改变传统种植模式。“现在，
我们的有机山楂每斤能卖到5元，还
与果品加工企业、农民合作社签订了
农副产品购销合同，一年纯收入就有
10 万多元。”于长国说，兴隆县发展
山楂种植面积达 22 万亩，形成了全
国最大的山楂种植基地，获得了国家
地理标志农产品称号。

兴隆县的山楂产业发展生动诠
释了承德绿色农产品的独特魅力。
近年来，承德围绕打造京津绿色农产
品供应基地，坚持壮龙头、兴产业、塑
品牌、增效益、富百姓。出台了百万
亩经济林、百万吨食用菌、百万亩中
药花海、百万头优质肉牛、百万只优
质肉羊“五个百万基地”发展规划，通
过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带动农民转型
增收。正是有了这种有意识、有目标

的引领，全市特色产业形成了规模
效益。截至目前，初步形成了“一环
六带”产业集群，形成了规模发展的
良好局面。

其中，食用菌产业环生产规模达
到 15.6 亿袋，综合生产能力位居我
国北方第一位；果品产业带建成山
楂、山杏、板栗等经济林基地1018万
亩，居河北省首位；中药材产业带黄
芩、黄芪、柴胡等种植面积达 32.2 万
亩；蔬菜产业带种植面积达 87.15 万
亩，年供应京津蔬菜稳定在300万吨
以上；马铃薯产业带种植面积达74.6
万亩、产量达到 198 万吨；肉类产业
带肉牛、肉羊饲养量分别达到156万
头、338 万只；奶牛产业带奶牛存栏
长期稳定在 4 万头以上，是蒙牛、伊
利优质奶源供应基地。

科技创新，质量提升

“要是没有王教授的帮助，我家
到现在也脱不了贫。”宽城满族自治
县碾子峪镇艾峪口村村民刘敬原说。

刘敬原口中的“王教授”，是河北
省农林科学院昌黎果树研究所副所
长王广鹏。在运用王广鹏研发的品
种和技术之前，刘敬原家的板栗亩产
量只有 50 公斤。2013 年，王广鹏帮
助他淘汰了落后品种，推广使用燕山
早丰、燕山硕丰良种，之后年年增产，
去年亩产达到 75 公斤。目前，艾峪
口村的板栗种植面积已达 7500 亩，
年产量1200吨，一举成为“关内板栗
第一村”。

科技的引领带动，让承德农产
品质量更优良。近年来，承德扎实
推进科技农业的组织化、制度化、长
效化，以技术需求为导向帮助农业
企业与相关领域的院士团队对接，
引进国内外院士来承德参与研发、
建设，服务农业转型升级，取得显著

成效。承德还依托京承、津承农业
协同创新联合体，大力推进科技成
果转化。目前已与京津 68 家高校
院所建立协作关系，先后建成蔬菜、
食用菌、中药材等涉农院士工作站
11家，与 1位国务院资深参事、16位
中外籍院士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
系，承德市农林科学院已成为北京、
天津、河北三地的农科院分院，实现
了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发展，全市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57％。

对于平泉市杨树岭镇水泉沟村
村民张勤而言，来自北京的帮扶援助
让他彻底摘掉了穷帽子。平泉天气
冷凉，土地贫瘠，一般树种极难成
活。研究山杏多年的北京林业大学
教授王建中给出了好建议——种山
杏：“山杏投资少、好栽培、易管理，2
年至 3 年就结果，4 年至 5 年即丰
产。种山杏不失为我国北方高寒地
区改善生态环境、致富百姓的一条好
路子。”“现在，大扁杏核每斤能卖 6
元，普通杏核每斤才卖 3 元，每年收
入能增加 1 万多元。”祖祖辈辈靠山
吃饭的张勤说。

张勤的收获只是北京林业大学
在平泉帮扶结出的硕果之一。2009
年5月份，河北省平泉市北京林业大
学北方实验基地正式投入使用，相继
开展了引种、选优、栽培试验等工作，
现存树木 10 科、12 属、23 个品种。
截至目前，平泉山杏种植面积已超过
70 万亩，不仅让京北地区多出 70 万
亩生态屏障，而且每年为平泉带来
9.5亿元的直接收益。

营销创新，品牌铸金

在连片的食用菌大棚中，记者见
到了平泉市卧龙镇碾子沟村食用菌
种植户金显龙。

“这才摘了不到一半的菇，收入

就有1万多元了。”金显龙告诉记者，
他曾经因为治病，花光了所有的积
蓄，还负债累累。就在最困难的时
候，村里的党员干部找到了他，让他
参与由平泉中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吸纳贫困农民入驻园区发展产业的
扶贫项目，运用中润农业这个品牌提
升农产品种植效益。这对金显龙来
说无疑是一剂脱贫致富的良方。

金显龙只是承德“龙头企业+基
地+园区+合作社+农户”模式的众多
受益者之一。“只有充分发挥品牌优
势，提高其含金量，农民靠农副产品
增产增收的愿望才能实现。”近年来，
承德把品牌经营作为农业农村发展
的重头戏。通过大力扶持一批龙头
企业，重点打造了宽城板栗、平泉瀑
河园食用菌等省级产业化联合体 14
家，截至目前，全市已形成市级以上
龙头企业 458 家；大力做强一批园
区，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园区 1 个、
省级园区 17 个，入园企业达到 860
家。同时，大力培育一批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全力抓好现有 1.2 万家合作
社和 1000 个家庭农场的规范提升。
截至去年底，全市产业化经营率达到
70.2％，初步形成了以有机生态绿色
为主导，区域特色鲜明的现代农业产
业体系。

“天下山楂在承德，承德山楂在
怡达”。在燕山脚下的“山楂之乡”，
有一家食品企业，把小小的山楂果做
成了绿色产业，这就是河北怡达食品
集团有限公司。

从一家3500元起步的小型果脯
厂，发展为拥有 8 家子公司、14 家分
厂的大型企业，怡达每年推出数十种
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技术。截至目
前，河北怡达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已拥
有 2000 余家经销商，山楂种植面积
3万余亩，年综合生产能力达到20万
吨，主要经营山楂休闲食品、罐头食
品、健康饮品等 10 余个系列 400 余
种产品，产品出口18个国家和地区。

怡达的发展，是承德大力实施品
牌培育工程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承
德大力实施区域、企业、产品“三位一
体”品牌战略，平泉香菇、围场马铃
薯、隆化肉牛、宽城板栗、兴隆山楂、
承德县国光苹果、丰宁有机奶、滦平
中药材等15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方兴未艾，7069 件涉农商标声名鹊
起；20 种产品被认定为地理标志产
品 ；绿 色、有 机、无 公 害 认 证 产 品
364个。

承德市市长常丽虹说，一枝竹篙
难渡海，齐心合力开大船。目前，打
造“承德山水”公用品牌工作正在紧
锣密鼓地进行，相信“承德山水”的品
牌效应会越来越大，对区域农业经济
和农民增产增收的作用也会越来越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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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县以规模化种植突出马铃薯的产业效益。 本报记者 宋美倩摄

前段时间，记者在河北承德

采访承德推进区域公用品牌建设

状况。在青山环绕、溪流潺潺的

兴隆县雾灵山镇，记者看到了一

座清新别致的建筑。这里就是农

夫 山 泉 在 华 北 地 区 的 矿 泉 水 取

水口。

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的一

位管理人员告诉记者，农夫山泉在

取水口的选择上极其慎重，不是好

山好水，绝不落子布局。之所以在

承德建设水厂，正是因为承德山林

茂密，水源众多，生态环境优良。

“在这样的地方，才会产出更为优

质的矿泉水。”他告诉记者，经过严

格筛选，他们在这里建设了华北矿

泉水供应点。

从农夫山泉落户承德这件事

中，我们不难看出承德生态环境

建设确实迈出了可喜的步伐。截

至 目 前 ，承 德 市 森 林 面 积 达 到

3400 多 万 亩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58.1%，有草场面积 1199 万多亩，

占国土面积的 20.2%，年均自产水

量 37.6 亿 立 方 米 ，有 着“ 华 北 水

塔”之美誉。因此被国家确定为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生态环境支撑

区和水源涵养区。

“有了好山好水，才能孕育好的

物产”。在承德这样优良的生态环

境中生产出的农副产品，其天然品

质有目共睹。比如承德的果品中，

板栗、山楂就获得了国家地理产品

标志认证；食用菌产量则名列全国

前茅，畜禽中的坝上牛羊肉一直受

到京津市场青睐，错季蔬菜也是京

津及南方各地极为受欢迎的产品。

承德市有关负责人表示，之所以决

定将“承德山水”作为全市农副产品

的区域公用品牌，主要目的有两个：

一是用它来发挥聚合优势，带动千

千万万个农户和农业组织联合起

来，一个窗口对外，提升整体竞争实

力。二是通过这个公用品牌的建

立，制定出严格的品牌保护标准，以

此来规范和约束区域生产者的行

为，让绿色生产贯穿始终，保证生态

环境建设和农副产品提质相得益

彰、共同进步。

“打造‘承德山水’品牌，重在发

挥承德青山绿水作用，重在保护承

德农副产品的天然品质。”承德市正

以此为目的进行城市农业的深度开

发。相信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承

德山水”的品牌影响力一定会持续

走高。

发掘天然品质

打造“承德山水”品牌
□ 宋美倩

承德市兴隆县农民在采收山楂。 本报记者 宋美倩摄

承德市宽城县板栗果仁加工车间。 刘建军摄（中经视觉）

承德市的食用菌种植园区。 刘建军摄（中经视觉）

承德市丰宁县的错季蔬菜已经形成品牌优势。本报记者 宋美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