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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住农业品牌建设牛鼻子
乔金亮

农业要强，品牌必须强。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强大的品牌是农

业强国的重要标志。纵观世界农业强国，无一

例外都是品牌强国。如果没有一大批极具竞

争力的农业品牌，那么我国农业相对弱势格局

难以改变。区域公用品牌是农业品牌中与区

域整体密切挂钩的一类，由区域内相关生产者

共同使用。可以说，做强了区域公用品牌，就

牵住了农业品牌建设的牛鼻子。

我国幅员辽阔，农业地域差异明显，有着区

域公用品牌发展的肥沃土壤。目前，我国省级

重点培育的区域公用品牌有 3000 多个，脱贫地

区品牌农产品平均溢价超过20%。可以说，带活

一方产业，富裕一方农民，闯出一片市场，区域

公用品牌大有作为。尽管各地重视程度与日俱

增，但是多而不精、大而不彰的问题依然存在，

很多地方重创建、轻保护，重登记、轻建设，导致

区域公用品牌面临不同程度的透支。

产品强、品牌弱制约了很多地方农业的发

展。加快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有利于带动企业

品牌和产品品牌，提高消费者复购率和忠诚

度。更重要的是，通过重塑价值链，可以促进

农业向中高端迈进，农民更多分享品牌收益。

正因此，农业农村部专门发布《农业品牌打造

实施方案（2022—2025 年）》，提出到 2025 年，

重点培育 300 个精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带

动 1000 个核心企业品牌、3000 个优质农产品

品牌。

品牌是品质的背书，公用品牌的生命也在

于品质。如果品质不稳定，就难以建立稳固的

品牌形象与声誉。有的公用品牌之所以能火，

是由于产地因素而风味独特，可是，随着规模

扩大、销路打开，既有萝卜快了不洗泥的现实，

也有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心理，放任品质下滑，

导致品牌形象受损、保护不力。不同于企业品

牌，公用品牌并非某家企业独享，需要众多生

产者一起维护、同心建设，避免“劣币驱逐良

币”现象发生。

一方面，要注重区域文化资源整合，形成

集聚效应。农业生产主体往往小而散，难以形

成影响力，而区域品牌的历史文化底蕴恰是有

效的整合力量。近年来，区域公用品牌走出了

具体产品的限制，很多地市在全域整体打造区

域公用品牌，比如丽水山耕、荆州味道、潍坊农

品，有的甚至整省打造。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

与地域特色如能挖掘出来、传播出去，能有效

增强品牌影响力。

另一方面，要探索品牌良性发展机制和经

营模式。有关地方不妨依托行业协会或产业

联盟，理清公用品牌发展方向和重点，探索

品牌发展机制和经营模式。要加快制定

区域公用品牌农产品的生产管理和流

通标准，严格规范品牌标准的使用，

防止出现品牌泛用和未授权单

位滥用等问题。政府也要发

挥公共服务职能，从产业

特点出发，加强“三品

一 标 ”认 证 ， 倒

逼 提 升 产 品

质量。

锡林郭勒争做“领头羊”
本报记者 余 健

立春过后，气温回暖，内蒙古锡林

郭勒草原上的牧民迎来了繁忙的接春

羔季，圈舍里嗷嗷待哺的小羊羔给草原

带来了勃勃生机。“随着锡林郭勒羊区

域公用品牌知名度不断提升，锡林郭勒

草原羊的价格越来越高，销路也越走越

宽，我们牧民接春羔也都更有劲头了。”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巴彦宝

拉格合作社负责人萨仁满达拉说。

锡林郭勒盟打造锡林郭勒羊区域

公用品牌以来，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

和引导下，符合相关条件的牧民与锡林

郭勒羊区域公用品牌的授权企业提前

签订订单，为羊只佩戴追溯耳标。在屠

宰季，授权企业会以高于市场价格每公

斤 1元左右的胴体价格收购追溯羊。

作为内蒙古主要天然草场之一，锡

林郭勒草原上放养的羊因肉质鲜美、脂

肪均衡而备受好评，肉羊产业也成为锡

林郭勒盟的基础主导产业。

锡林郭勒盟品牌建设促进中心主

任郭义告诉记者，多年来，锡林郭勒盟

的三大肉羊品牌——苏尼特羊、乌珠穆

沁羊、察哈尔羊各自开展品牌建设，虽

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总体未能建立有

效联系、形成良性互动，品牌力量分散、

产品边界不清晰、渠道建设落后。

如何破解品牌发展困境？2019 年

底，锡林郭勒羊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启

动。2020 年 11 月，锡林郭勒羊区域公

用品牌正式发布，3 年来品牌运营基础

日趋稳固，品牌影响日益凸显。2022

年 11 月，锡林郭勒羊区域公用品牌成

功入选农业农村部 2022 年农业品牌创

新发展典型案例。

“为了夯实品牌质量标准基础，我

们出台了《锡林郭勒羊区域公用品牌质

量标准体系》，明确产地范围和技术标

准体系、品质识别体系和质量控制体

系，实现对锡林郭勒羊从生长到餐桌的

全过程识别。目前，锡林郭勒羊区域公

用品牌采用‘1+3+N’的母子品牌联动

发展模式，即‘锡林郭勒羊+苏尼特羊/

乌珠穆沁羊/察哈尔羊+企业品牌’的模

式，打造单一产业区域公用品牌，确保

品牌价值体系、符号体系、策略体系清

晰聚焦、集中发力。”郭义介绍，截至目

前，共有大庄园、额尔敦、羊羊牧业、草

之味 4 家企业获得锡林郭勒羊品牌授

权。2022 年 4 家品牌授权企业实施草

原追溯羊 21.66 万只，累计加工 19.4 万

只，加工完成率达到 90%。

在呼和浩特市的额尔敦经典涮肉

体育场店里，一张张夹在羊肉盘边的

标签吸引了记者的注意，标签上方是

锡林郭勒羊区域公用品牌标识，下方

是二维码。该店店长于斌告诉记者，

有标签的羊肉都来自可溯源的锡林郭

勒羊，消费者可扫码寻源，“大品牌可

溯源的羊肉让大家吃得更放心，自然

回头客就多了。”

内蒙古额尔敦羊业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王建臣表示，自 2020 年取得锡

林 郭 勒 羊 区 域 公 用 品 牌 使 用 授 权 以

来，额尔敦京东及天猫官方旗舰店的

影响力和经营业绩持续走高，额尔敦

餐饮、肉业等自有品牌的含金量也随

之提高。“今年春节，京东电商平台羊

肉销售排名前 10 位的单品中，额尔敦

就占了 3 个。”王建臣说。

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肉食品有限公

司总经理李三凤介绍，“草之味”品牌已创

建 10多年，但是品牌发展相对缓慢。“去

年成为锡林郭勒羊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企

业后，公司产品的辨识度和知名度有效提

升，营业额也有较大幅度增长。”

据统计，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羊区

域公用品牌产品已生产 2100 吨，产品

零售率达 40%，实现综合溢价 5.5%，品

牌产品实现量价双增。

不过，采访过程中也有牧民告诉记

者，随着锡林郭勒羊认可度不断提高，

市场上出现了个别“以次充好”的现象，

希望有关部门能进一步加强管理。

品牌授权企业则希望相关部门在

抓好品牌运营管理的同时，能够整合

力量，继续加大锡林郭勒羊区域公用

品牌宣传推广力度，借助各类推介平

台，通过场景向消费者传播品牌价值。

郭义表示，当前，锡林郭勒羊区域

公用品牌还处于品牌初创期，品牌影

响力、市场认可度还需逐步提升。下

一步，锡林郭勒盟将继续实施品牌提

升行动，使品牌运营机制更加成熟稳

定，成为内蒙古建设国家绿色生产基

地的“领头羊”。

东港草莓借网出圈
本报记者 温济聪

在辽宁丹东各大火车站，随处可见旅客拎

着一箱箱东港草莓准备带给亲友尝鲜。不论是

盒马鲜生超市、山姆会员商店，还是东方甄选等

直播带货平台，东港草莓均受到消费者热捧，还

远销新加坡、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国家。

东港草莓在线上线下、国内国外销售全线

飘红。目前，辽宁丹东东港共有 10 万余户农民

从事草莓生产，年人均草莓收入占农民总收入

的 60%以上。此外，东港市有草莓专业合作社

436 家，家庭农场 49 家，标准化、规范化生产程

度较高。2022 年，东港草莓占地面积达到 20.1

万亩，年产量 31.6 万吨，鲜果产值达 63 亿元。

东港草莓为啥这样“红”？东港是全国最大

的草莓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恰到好处的地理

纬度、昼夜温差、土壤结构，让这里产出的草莓

果香味美、光泽饱满、沁人心脾。

近年来，东港通过构建“电商+合作社+园

区+农户”发展联盟，探索出了“品牌赋能+电商

营销”的现代营销新模式。农业农村部发布的

2022 年农业品牌创新发展典型案例名单中，东

港草莓入选品牌营销创新案例。

2 月的东港仍然寒冷，但位于小甸子镇小

甸子村的村兴果蔬专业合作社却是一派火热的

繁忙景象。站在温室大棚里放眼望去，长势茂

盛的草莓叶宛如绿地毯，红彤彤的草莓果实点

缀其间；立体栽植更是抢眼，沿着棚边形成了一

道壮观的“草莓墙”。工人们熟练地打包着草

莓，然后快速发往北京新发地市场、沈阳八家子

水果批发市场等全国各地。

“要想让小草莓拥有强大的品牌，就不能单

打独斗，要团结在一起打造品牌。”村兴果蔬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孙贵树介绍，小甸子村创新“电

商+合作社+园区+农户”发展模式，草莓园区实

行 统 一 培 育

苗木、统

一标准种植、统一技术指导、统一包装销售的集

约化生产管理，既提高了草莓产品质量，又扩大

了生产规模，还形成了强大的品牌效应。

“地处北纬 40 度附近的东港草莓，要不要

来一盒？果型端正个头大，奶香味浓甜度高。

我们家的草莓现摘现发，分量足够、坏果包赔。”

在东港电商总部基地甲午先生品牌运营中心，

主播小宇正在抖音直播间推荐草莓。

织密电商配套连接网络，激发线上线下营

销潜能，是东港草莓火爆的重要推动力。国内

不少知名电商平台上，东港草莓经常位列小浆

果热度第一名；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东港草莓”

相关账号粉丝数量以百万计。

“电商销售约占东港草莓鲜果销售总量的

70%。”东港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衣晓伟表示，

东港培育玖玖农场、圣野浆果等本地电商企业，

依托天猫、京东、苏宁等电商平台，推动东港草

莓网上销售。目前，东港市注册电商企业、个体

户数 6600 余户，各类电商网店 1.5 万多家。“我

们也通过中央、省市媒体以及抖音、快手、小红

书、腾讯、新浪、网易等新媒体平台大力宣传东

港草莓，不断提升知名度和美誉度。”

解决了线上怎么联和品牌线上怎么响的问

题，也要解决品牌线下怎么闯的问题。

东港市电商协会会长吕福鹏表示，一方面，

协会组织会员参加全国性展会、全国性草莓产

业会议，自建东港草莓宣传窗口，打造东港草莓

品牌，树立东港草莓形象；另一方面，通过启用

草莓质量安全追溯贴、解决会员单位资金短缺

问题、开展行业内业务培训、为会员提供法律援

助服务等方式服务企业发展，解决发展难题，推

动草莓产业链健康稳定发展。

东港通过构建多线配合传播模式，实现了

品牌引领消费态势。如今，有颜有甜的草莓正

借助现代营销新模式，变身“致富果”，从黄海北

岸飞向全国各地，送达你我口中。

赣鄱正品打响全域品牌
本报记者 刘 兴

2 月 13 日，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

11 万余亩茶树争相吐翠，即将迎来首

批春茶采摘期。在上犹县梅水乡园村

茶场，饱满的茶叶挂满了枝头。“作为

‘赣鄱正品’第一批认证品牌，我们通

过生态种植、严格监管、匠心工艺，让

‘上犹绿茶’品牌在茶行业中声名远

扬。”江西犹江绿月嘉木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总经理陈开敏说。

江西自古就是鱼米之乡，农耕文

明源远流长，孕育出赣南脐橙、万年贡

米、南丰蜜橘等诸多特色农业品牌。

为 推 动 江 西 农 业 品 牌 向 更 高 质 量 发

展，破解“小、散、弱”困局，2021 年 1 月，

江西省全域公用品牌“赣鄱正品”正式

发布，成为江西优质农产品新名片。

两年来，“赣鄱正品”品牌体系

建设逐步完善，江西绿色有机及

富硒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

产品品牌整体实力得到有效

提升，越来越多的“赣”牌农

产 品 声 名 远 播 。 2022 年

底，江西省第三批 110 家

“赣鄱正品”认证品牌名

单发布，至此，江西省通

过“赣鄱正品”认证的企

业 数 量 达 到 260 家 ，覆

盖全省 11 个地市，涵盖

的 品 牌 产 品 超 过 2000

多种。

“实施农业品牌战略

是做强农业优势特色产业

的主要路径和方向，我们将以‘凌代

表’大米获得‘赣鄱正品’认证为契机，

加快绿色、优质品牌农业发展，提高农

产品附加值，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江西省绿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宁江说。

江西赣鄱正品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于刚说，“赣鄱正品”突出了江西省农

产品鲜明特点——“正”，即农产品的纯

正品质、农人的淳正匠心、人文的正统

文脉。其认证按照广泛参与、自愿申

报、优中选优的原则，进行公开、公平、

公正的申报工作。江西对入选“赣鄱正

品”的品牌进行目录化管理，对品牌主

体实行日常化和年度性考核。

为提升江西农业品牌价值，“赣鄱

正品”建立了“一二三四”品牌战略发

展路径。一是以江西农产品品牌为核

心，彰显江西农业价值；二是以区域公

用品牌、企业产品品牌为主体，丰满品

牌体系；三是以科学化评价、标准化管

理、系统化维护为支撑，组成品牌体系

的主躯干；四是以产品、渠道、传播、模

式为驱动力，推动江西省农产品全域

公用品牌、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

产品品牌共同传播。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市场与涉外处

处长黄图强介绍，2022 年，江西省农业

农村厅重点联合全国知名品牌管理机

构持续开展省级品牌价值评价工作；联

合省工业设计协会和全国知名工业设

计机构，举办农产品包装设计创新大

赛，引导经营主体用创意包装讲好赣农

故事，提升品牌价值和产品竞争力；联

合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质量和标准化

研究院等部门，创新发布了农业品牌领

域的《“赣鄱正品”品牌臻品级别产品认

定标准》《“赣鄱正品”农产品品牌评价

规范》《“赣鄱正品”品牌全链数字化建

设规范》3 项省级地方标准，从产品规

范、评价标准、数字农业等方面，建立

“赣鄱正品”品牌标准“护城河”。

“2022 年，我们以粤港澳、京津冀、

长三角地区和省内主要城市、著名景

区为重点市场，强化已建成的江西优

质农产品（广东、北京、江西）品牌运营

中心功能定位和长远发展，下一步将

推动江西优质农产品品牌运营中心在

上海市、井冈山景区和萍乡市、赣南地

区（龙南市）的建设运营。”江西省农业

农村厅市场与涉外处四级调研员郑军

表示，目前，“赣鄱正品”已全面融入江

西优质农产品营销体系建设，正积极

对接目标市场，规模效应持续放大。

黄图强介绍，今年将围绕“赣鄱正

品”标准、管理、发展、运营四大体系建

设内容，持续开展 2023 年度“赣鄱正

品”品牌认定工作，并按照“严进宽出”

政策，通过动态管理，将“赣鄱正品”品

牌认证数量稳定在 300 个左右。通过

3 年至 5 年努力，“赣鄱正品”将被打造

成为代表江西省高端农业品牌、优质

放心品质、独具特色品相和先进技术

集成的新名片。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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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锡林郭勒羊区域公用品牌入选国家知识产权局

商标品牌建设优秀案例。类似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还有很

多。除了东港草莓、“赣鄱正品”，近年来还有三链同构、小花生做出

大花样的正阳花生，有文化赋能、酸产业挤出甜头的安岳柠檬。各地为

何如此关注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发展区域品牌又要避开哪些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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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 南 脐 橙

是 首 批“ 赣 鄱 正

品 ”认 证 品 牌 。 图

为江西省赣州市信丰

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一

家脐橙加工企业内，工人在智

能分选包装生产线上筛选装运

脐橙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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