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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农产品》杂志创刊十周年

了，对全体农业农村工作者来说，既

是一件大事，更是一件喜事。十年磨

一剑，在主管单位农业农村部的大力

指导下，在广大读者朋友的关心爱护

下，杂志已经从一株幼苗成长得更加

茁壮。在前期良好的办刊基础上，经

过反复论证，从本期开始，《优质农

产品》杂志将改为半月刊，旨在继续

关注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实践领域的

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品牌农业创建问

题的学术探讨，更加关注加强优质农

产品开发服务体系的系统性研究，助

力推进构建品牌农业学科体系，为优

质农产品开发服务提供更多的实践与

理论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

院对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高度重视，

对推进品牌农业建设做出明确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品牌来保

障人民对质量安全的信心”，要“大

力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培育若干国

内外知名的农产品品牌，依法保护农

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和知名品牌”。

党有所呼，我有所应。应对我国

经济发展转型要求，传承我国优秀传

统农耕文化，提升我国农业竞争力，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结优质农

加强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学术研究 
推进构建品牌农业学科体系

文︱本刊编辑部

产品开发服务实践经验，推动品牌农

业学科体系构建，既是农业农村实践

与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农业农

村理论研究者的共同职责和神圣使

命，更是落实党中央一系列重大决策

部署、推进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

现实需求。2015 年，农业部等八部

委联合发布《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

划（2015—2030 年 ）》；2016 年，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挥品牌引

领作用推动供需结构升级的意见》；

2017 年，设立中国品牌日，农业农

村部将 2017 年确定为农业品牌推进

年，标志着包括品牌农业创建的品牌

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2019 年，农业

农村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国家质量

兴农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2021 年，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制定

《“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

划》，农业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

在历年中央 1 号文件中的笔墨更是逐

年增多。可以预见，以优质农产品为

重要载体的绿色农业是农业高质量发

展的必然选择，也必然反推名优特色

农产品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研究，构

建品牌农业支撑体系，达到一个崭新

阶段。

然而，目前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

体系的系统性研究、构建品牌农业学

科体系的力量还比较薄弱、专业力量

还比较分散，一些部门一些地区对品

牌农业建设的认识还不够到位，农业

品牌建设还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这

为品牌农业学科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

课题和历史任务，实践也呼唤更多理

论与学术的系统支持。

为此，《优质农产品》杂志在创

刊 10 年之际，在主办单位中国优质

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的领导下，并在

推进品牌农业学科体系建设的 10 年

积淀和 10 年探索的基础上，将月刊

改为半月刊，这既标志着《优质农

产品》杂志的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

段，也是我们为“三农”理论与实践

界的一份献礼。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

头越。《优质农产品》将继续锚定

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实践，推动构

建适应新时代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要求的品牌农业学科体系，不断创

新和提高自身水平，与广大读者朋

友携手同行，为新时代农业农村工

作，为推进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体

系系统性研究，为加快构建品牌农

业学科体系鼓与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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