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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潍坊市，齐风鲁韵涵养下的农业大

市自带一种厚道可靠的印象。

坐落于山东半岛核心位置，潍坊农业发展

先天优势突出，探索形成了“诸城模式”“潍坊

模式”“寿光模式”，带动了全国农业产业化的

发展。扛起农业大市担当，潍坊紧跟时代需要，

在产业升级、科技赋能、乡村建设、深化改革等

方面不断创新提升“三个模式”的内涵，以提升

农业质效为抓手，通过提升产业架构和主体实

力，实现从规模到效益、从数量到质量、从科技

到保障、从经营体系到产业韧性的全面跨越。

以工业思维经营农业

一家从县城“生长”起来的企业出口的板

栗、大蒜、竹笋产品，就能占领全日本销售市场

的三分之一。在潍坊安丘，这里的大葱、大姜、

花生、蜜桃、板栗、小米、樱桃等地理标志性农

产品，已经搭乘冷链物流发往日韩、欧美和东

盟等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农产品海外市场识

别度大幅提升，形成了以品质和精深加工来拉

动整体农产品出口的良好态势。

“以前在日本市场上，我们中国产的农产

品价格一直是较低的。以一头蒜的超市售价

为例，2006 年，日本本地产品价格是我们出口

产品的 6 至 7 倍，但现在情况已经改变了。我

们加工出口的有些产品比日本本土产的还要

贵一些。这是因为我们的产品品质、精深加工

水平已经得到日本市场认可。”源清田集团中

国区总经理自豪地说。

提升品质，赢得市场话语权。经过 10 多

年精耕细作，“源清田”在日本消费者心目中已

经成为中国产的安心安全农产品代表。

安丘在全国率先启动实施了出口食品农

产品质量安全区域化建设，在农产品生产质量

标准、控制管理、检测监控、追溯查询、科技服

务等方面下“硬功夫”，推行“双准入一准出”

制度，严把农产品准入关、市场准入关和产地

准出关；率先在全国试点推行严格的食用农

产品产地准出“二维码+合格证”安全追溯制

度，创新形成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化生

产、规范化管控、社会化服务、品牌化运营、融

合 化 发 展 ”5 化 模 式 ，将“ 安 丘 标 准 ”变 成 了

“国际标准”。

在当前农业正处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

业高质量转变的关键时期，潍坊用工业思维推

动农业发展提质增效，突出科技理念、品牌理

念、标准理念、战略理念，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加快现代农业发展

步伐。

秉承质量兴农的潍坊，创新求变带来气象

万千。2022 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237 亿元，

5 年增长 25.7%。农业产业链条聚力发展，“一

县一品”特色产业百舸争流，形成了粮食、蔬

菜、畜禽、花卉、苗木、果品、种子、农机 8 大优

势产业集群，打造了“肉、蛋、奶、菜”全产业链

发展格局。是我国北方地区最大的蔬菜生产

和集散地之一，也是京津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

“菜篮子”产品供应基地。

锚定质量打造潍坊农业品牌

把质量优势转变为品牌优势，以质量品

牌双提升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潍坊扎实推

进农产品质量品牌建设，建立健全“产地环

境绿色化、生产过程标准化、监管责任网格

化、质量控制信息化、监管措施制度化”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测合格率稳定在 98%以上。135 个农业乡镇优

势主导产业进入“一乡一业”产业标准体系

库 ， 10 个 产 品 入 选 全 国 名 特 优 新 农 产 品

名录。

从 南 到 北 ，从 东 到 西 ，各 县 市 区 都 形 成

了各具特色的区域品牌产业，形成了群星闪

耀、众星捧月的潍坊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矩

阵，也让潍坊率先成为了全国市县二级均有

代表本地农产品整体形象的区域公用品牌

城市。

寿光是“中国蔬菜之乡”，“寿光蔬菜”成为

百姓餐桌的标配，也已成为潍坊的“金字招牌”

和“城市名片”；

诸城是首批全国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全

国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县、全国知名的肉类加

工基地，得利斯成长为国内低温肉制品头部品

牌企业；

安丘是中国蔬菜出口大县，“安丘大姜”首

批入选中国受欧盟保护地理标志产品；

青州是我国江北知名的花卉种植交易中

心，作为山东省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青

州银瓜散发出经久不衰的甜蜜；

昌邑大姜、临朐奶牛和大棚樱桃、昌乐西

（甜）瓜、寒亭区和潍城区的潍县萝卜、坊子区

都市休闲农业、峡山区有机蔬菜、滨海区的盐

碱地特色农业⋯⋯都形成了脍炙人口的产品

品牌。

潍坊不断强化品牌化发展，以此带动全市

产业转型升级，为发展特色产业和经济支柱产

业带来新的契机。

构建标准化发展新路径

依靠同业、同质竞争已经难以彰显潍坊

农业优势。品牌强农，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

迫切要求，是改善农业供给结构、提高供给

质量和效率的现实路径，是提升农业竞争力

的必然选择，而完善生态型现代农业生产体

系是实现品牌强农的必由之路。

一个西瓜卖到 100 元！一个诞生于寒亭区

的西瓜品牌，通过提升品质、加大宣传，实现

了品牌溢价，每亩收入从 3.4万元提高到 8.9万

元，公司年收入从 2015 年的 1200 万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2.2 亿元，实现了倍速增长，依靠品

牌的力量成就了一个“甜蜜事业”。

潍坊推行绿色生产、标准引领和农产品质

量监管，加大农产品品牌的培育力度，让质量

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同频共振，不断扩大

潍坊农产品的市场影响力和美誉度，全面提高

潍坊农产品质量和竞争力。

大力推行农业标准化生产。建成部省共

建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集成 2369 条蔬菜产

业链相关标准，潍坊“蔬菜标准”输出到 27 个

省（区）。建设部省共建全国畜禽加工质量标

准创新中心。创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标

准基地和加工企业 93 家。

潍坊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双承诺”制度，推

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二维码”制度，已实施合格

证制度的农产品生产企业279家、合作社2370家。

在潍坊全域，农产品质量抽检合格率稳定

在98%以上，40个镇街被评为省级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机构示范镇，潍坊获评“国家农产品质量

安全市”，一个健全完善的市、县、乡、村 4 级质

量安全监管体系守护着“舌尖上的安全”。

注重品牌培育，打造农产品品牌集群。出

台潍坊市知名农产品品牌目录制度管理办法、

区域公用品牌评价标准等。成立潍坊市知名农

产品品牌评审委员会，持续开展优质苹果、潍

县萝卜、昌乐西瓜等品牌大赛，建立了较为完

善的知名农产品品牌遴选体系。同时，成立潍

坊农品品牌协会，连续在北京 （线上） 举办

“蓝天风筝飞、潍坊农品美”农产品品牌推介

会等，持续扩大潍坊农业品牌影响力。

以标准保障品质，以品质锻造品牌。潍坊

市“三品一标”农产品总数达到 1448 个。拥

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101 件，居全省第二位；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12 件，地理标志产品产值

180 亿元，全省领先。

（数据来源：中共潍坊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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