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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共享区域公用品牌

文 | 本刊编辑部

今年6月 29日在武汉举行的“湖

北区域公用品牌高峰论坛”上发布的

《2022—2023 年度“随州香菇”区

域公用品牌价值报告》显示，“随州

香菇”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 110.85

亿元，标准化生产基地数量和干鲜香

菇出口高居全国首位。该《报告》还

说，随州坚持走香菇制品精深加工路

线，目前香菇产业从业人员已超过

30 万人，年种植香菇规模超 3亿袋，

全产业链产值超 300 亿元。2022 年，

随州香菇及其制品出口额达到 10.1

亿美元，连续 20 年位居湖北首位。

这是近年来湖北省统筹利用国内

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培育区

域公用品牌，持续扩大“中国荆楚

味 湖北农产品”的一个缩影，也是

地方政府倾力打造区域公用品牌，以

此建立特色农产品产业链和供应链，

“链”接了以往“单打独斗”的千家

万户，并通过制定产地、种子、生

产、品质、加工、储运等全产业链标

准体系，以标准叩开市场大门，带动

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一个典范。

事实上，近年来关于如何更好打

响区域公用品牌已成为业界的一个热

门议题。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又提

出，支持脱贫地区打造区域公用品

牌。不得不说，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已

经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发力点，

代表着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升级方

向。目前，我国省级重点培育的区域

公用品牌已有 300 多个，品牌农产品

平均溢价超过 20%。区域公用品牌架

起了优质农产品生产和消费的桥梁，

是助推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重要途径。以此可见，走好区

域公用品牌共建共享路，有利于科学

整合资源，提升产业整体市场竞争

力，是打响区域品牌、实现品牌价

值、提升产业质效的重要路径。

打造区域公用品牌整体形象，要

做到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全流

程管理和保护，抓实抓牢标准制定，

创新品牌营销推介，讲好品牌故事，

提高品牌溢价。但在这一过程中，不

可避免地也会存在产品品质良莠不

齐、产品流通环节不能有效衔接、无

序同质化竞争等诸多问题，这已成为

制约区域公用品牌做大做强的短板和

“瓶颈”。

区域公用品牌是商标品牌的一部

分，在培育品牌的过程中，政府部门

需加强顶层设计，做好品牌保护。保

护措施包括建立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出台保护政策文件等，要让品牌保护

有法可依、有据可依。比如，杭州市

出台的《西湖龙井茶防伪溯源专用标

识管理办法》，就为西湖龙井茶的长

久稳定发展给予了一定的保证。

品牌的生命在于品质，公用品牌

也不例外。一个公用品牌的应用并不

是简单的统一包装、抱团营销，还在

于严把质量关，制定产业生产标准，

提高准入门槛，并运用信息化的方式

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为政

府监管提供追溯依据，为消费者查询

提供追溯信息。

有了区域公用品牌并非一劳永

逸，使用者及受益人众万不可就此滋

生“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心态。公用

品牌要持续发展壮大，创新是灵魂。

通过提高质量夯实根基，通过创新产

品提升含金量，双向发力、协同推进

全产业链深度开发，调动多主体参

与、多要素发力、多业态打造，最终

促成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才是

区域公用品牌真正的价值所在。

品牌打造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化战

略工程，数量众多的区域公用品牌还

要避免同质化竞争。首先要形成不同

品牌之间的有效协同关系，在同一区

域内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共同提升品

牌建设水平。其次要建立不同品牌的

差异化定位，打造独具特色的品牌形

象，提高品牌竞争力。最后要建立不

同品牌的产业联盟，共同开展市场推

广、品牌营销等活动，形成品牌联合

的竞争优势。唯如此，区域公用品牌

方能长立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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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山区 ：
超 500 种优质农产品亮相农
业展

9 月 8 日，“2023 长三角乡村振

兴大会农业展”在金山区枫泾镇举

办。现场，来自长三角区域农业领域

的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

纷纷亮相，来自上海、江苏、浙江、

安徽等众多涉农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

农业、科技领域的龙头企业、金融机

构、社会组织等齐聚一堂，商讨农业

科技创新发展新思路、新路径。

展会现场，来自上海、江苏、浙

江、安徽“一市三省”的超 500 种优

质农产品集体展示，不仅涵盖粮、

油、果、菜、茶、中药材、水产品、

预制菜等多个种类，也汇聚了长三角

区域农业领域最新研发的农产品品

种，例如旱地种植的节水抗旱稻、新

品紫色阳光玫瑰等，吸引了大量来

自长三角地区的农业合作社品鉴、 

参观。

山西曲沃县 ：
优质农产品集中亮相大湾区

9月 2日，“曲沃果蔬+预制菜”

走进大湾区招商推介会在广东省广

州市举办。此次活动以“晋都曲沃，

寻味广东”为主题，全方位、多角度

展示了黄河金三角区域“特”“优”

农产品，旨在进一步拓宽外贸发展空

间、抢跑农产品出海赛道，为曲沃农

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大潜

力，推动曲沃特色农产品及预制菜走

向更大市场。

曲沃县是山西省重要的果蔬生产

和出口基地，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和

优越的地理位置，2023 年以来，临

汾市瞄准预制菜产业，主动融入预制

菜产业发展市场，利用本地资源优

势，按照即配、即烹、即热、即食要

求，在规划发展、政策配套、健全机

制等方面下功夫，将预制菜产业作为

农业产业链条延长、食品工业转换升

级、农民增收致富的新兴支柱产业，

重点发展多类型预制菜品类，展示现

代农业发展成果，进一步开展对外交

往、扩大经贸合作。

陕西西安市 ：
搭建供销直通车　助农便民零
距离

9 月 15 日下午，西安市农产品

质量安全与营养健康科普行暨优质农

产品—葡萄进社区活动，在高新万

达广场圆满举办。全市 10 余家优质

葡萄集中亮相，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甜蜜”葡萄体验和农

产品质量安全等科普“盛宴”。

此次活动由西安市农产品质量安

全检验监测中心、高新区农业农村和

水务局、高新万达广场联合举办，以

“科学管控提品质，知法力行护农

安”为主题，旨在为供需双方提供互

动交流平台，通过展示、推介，畅通

产销对接渠道，丰富消费选择，零距

离助农便民；同时，普及农产品质量

安全全程质量控制技术，倡导推行科

学文明健康生产生活方式，助力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服务创新发展。

山东济南市 ：
“齐鲁农超”16 市联动直播季
启动

8 月 28 日，“齐鲁农超”山东

农副产品展示交易平台上线活动在济

南举行。活动现场，“齐鲁农超”16

市联动直播季同步启动，大众报业集

团副总编辑王修滋为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 16 市融媒中心主编授旗。

本次开启的“齐鲁农超”16 市

联动直播季，将布局全省，联合网红

资源、媒体记者、各市农业部门相关

负责人、壹点情报员、“齐鲁农超”

幸运用户等深入产源地、企业工厂车

间，现场感受山东企业对山东好品的

坚守，形成“齐鲁农超”品牌的广泛

传播，助力擦亮山东优质农产品金字

招牌。

浙江温州市 ：
举办对口地区优质农产品推广
活动

为了助力温州对口地区的优质农

产品推广，近日，温州市新闻传媒中

心会联合温州菜篮子集团在大南门农

贸市场举办“温州对口助农地区农产

品推广活动”，温州对口协作地区新

疆拜城、四川阿坝州、四川南部县、

青海格尔木等地区的很多优质农产品

都集中在一起，各种土特产吸引了很

多温州市民。

为了让温州市民了解这些对口助

农地区的农特产品，让优质农产品走

进温州市民的生活，温州菜篮子集团

不仅在大南农贸市场组织了此次展

销，还在旗下十家农贸市场开展集中

宣传。此次参展的农产品有来自新疆

的各种干果、鲜果，有来自青藏高原

的牦牛奶、枸杞、沙棘，还有来自四

川阿坝的各类青稞产品、雪梨膏，以

及产自四川南部的各种优质菜籽油。

不仅种类丰富，品质优良，活动价格

也相当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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