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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农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农业品牌是发展现代
农业的核心竞争力。我市全域位于秦岭腹地，气候温和、资
源富集，南北物种荟萃。核桃、板栗、茶叶、中药材、黑木耳等
特色农产品规模大、品质优。如何发挥优势，打造商洛特色
农产品品牌，增强市场竞争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值得深
入思考。

多项产业规模产量居全省第一

近年来，我市立足资源禀赋，坚持绿色兴农、质量优农、
品牌强农，以培育发展农业产业全产业链为抓手，以“小木
耳、大产业”引领“菌果药畜茶鱼”等特色产业发展，积极推进
农业品牌建设，不断夯实产业基础，农业品牌建设取得了明
显成效。

发展特色产业，筑牢品牌根基。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
展“菌果药畜茶鱼”等特色产业。2022 年，发展食用菌 4.55
亿袋，产值 82 亿元，其中木耳 1.55 亿袋，产值 25 亿元；核桃
352 万亩，产量 15.2万吨；板栗 269.47 万亩，产量 3.9万吨；中
药材 250.39 万亩，产量 82.89 万吨。饲养生猪 228.57 万头，
猪肉羊禽肉产量 10.08 万吨；肉鸡出栏 2363.65 万只，蛋鸡存
栏 759.66 万只。茶园面积达 60.1 万亩，产量 1.1 万吨、产值
20.5 亿元。冷水鱼养殖面积超 16.9 万平方米，产量 2964
吨。食用菌、香菇、木耳、核桃、板栗、中药材、肉鸡、冷水鱼规
模产量均居全省第一。累计认证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
有机食品生产基地 365 个，认定面积 372.86 万亩，获得农业
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基地种植开发面积 134.56 万
亩。创建生态种养标准化示范场（园）54个。

建立标准体系，夯实品牌基础。我市率先在全省颁布
了《商洛市生态农业生产技术规范》，先后修订农业生产技
术规程 6 项，编制特色产业生产技术规范 13 项，发布实施了

《地理标志产品柞水木耳》省级地方标准，制定了全国首个
农产品全程质量控制团体标准《茶叶全程质量控制规程》，
围绕九大特色产业构建全产业链技术标准体系，审批立项 2
个省级、17 个市级标准，发布实施 6 个市级标准。同时，推
进农产品质量追溯管理和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推广“证码
合一”，发放合格证 14 万份、电子合格证 140 万份，实现农
产品来源可追溯、去向可追踪。农产品抽检合格率常年稳
定在 99%以上。首创的农产品质量监管“商洛模式”被全国

推广，成功创建全国首批“国家农
产品质量安全市”。

加强产品认证，树牢品牌信
誉 。 全 市 累 计 认 证“ 三 品 一 标 ”
471 个 ，其 中 无 公 害 农 产 品 319
个、绿色食品 100 个、有机农产品
40 个、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
保护产品 12 个。商洛核桃、商洛
香菇入选全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目录、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柞水木耳、镇安板栗获首批陕西省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认定。柞水木
耳、商洛香菇、秦岭泉茗、洛南核桃
被认定为陕西省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成功创建全国名特优新农
产品试点市，75 个农产品入选全
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位居全国
地级市之首。2022 年中国品牌价
值评价结果显示，“洛南核桃”品牌
价值达 30.68 亿元。食用菌全产
业 链（厦 门）创 新 博 览 会 发 布 了
2022 年中国食用菌区域品牌榜
单，“柞水木耳”“商洛香菇”品牌价
值分别达到 30.42 亿元和 18.51 亿
元，在 156 个食用菌区域品牌中位
列第 15 位和 30 位。据初步统计，
全市核桃产业累计带动 7.3 万户、
25.5万人实现产业增收；柞水依托
木耳地理标志，带动 69 个村 4860
户参与木耳种植，户均年增收 1.5
万元。“柞水木耳”品牌带动全县木
耳销售率 100%。

培育产业集群，增强产品竞
争力。我市大力实施菌果药畜茶
全产业链培育工程，引导各地立
足自身优势，错位发展，不断增强
产业集群的特色优势，形成了以
商南茶叶、柞水木耳、镇安板栗、

洛南核桃、山阳食用菌、丹凤肉鸡为代表的一批区域特色主
导产业集群，全市培育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168 家（国家
级 3 家、省级 42 家），现代农业园区 152 个（国家级 1 个、省
级 28 个）。创建省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4 个。发展农民合
作 社 5166 个 ，其 中 示 范 社 227 家（国 家 级 25 家 、省 级 83
家）；发展家庭农场 2781 家，其中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
332 家（省级 60 家、市级 85 家）。创建国家农业产业强镇 5
个，商南茶叶、猕猴桃入选全国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累计创
建国家级休闲农业示范县 1 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8 个，全
国“一村一品”示范镇村 17 个。发展休闲农业经营主体 498
家，接待 320.35 万人次，营业收入 1.18 亿元，利润总额 1900
万元。

加大宣传营销，提升品牌影响力。精选茶叶、木耳、香菇
等山地特色农产品，组织企业先后到北京、南京、杭州等全国
30 多个城市举办参加各类展销推介活动 76 场次，现场销售
农产品累计达到 2266.03 万元，举办特色农产品推介活动 28
场次，签订协议 313 份，涉及金额 87.3 亿元。开展了中国农
民丰收节、特色农产品展示展销等活动，唱响“山地农产在商
洛”品牌。加强与京东、天猫等线上平台联系，开展大型直播
带货活动，销售农产品 2800 万元，全市规模化农产品企业均
设立电商销售窗口，实现电商销售农产品 15.45亿元，有力提
升了农产品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优选特色精品农产品，聚
集商务、海关部门力量，商洛特色农产品持续进军国际市场，
走上了国际餐桌，出口 2.22 亿元，较 2021 年增长 42.16%，创
历史最高。

许多农产品品牌“养在深闺人未识”

我市农业资源优势明显，虽然经过多年努力，特色农产
品品牌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许多农产品品牌却始终是

“养在深闺人未识”。
认知程度不高，合力没有形成。近年来，各级政府部门

加强协助、努力扶持企业争创品牌，有组织地对优质品牌农
产品开展宣传推介和市场营销，但缺少对品牌建设的整体规
划和指导，在品牌策划、品牌宣介、产品设计、市场开拓等方
面缺乏政策和资金扶持，自创品牌的积极性、主动性发挥不
充足。部门间协调机制不完善，创建合力不强劲，创建方式
方法比较传统、简单，导致我市农产品品牌建设滞后。部分
经营者对品牌建设认识不足、推动乏力，不愿投、不敢投，存
在重生产、轻品牌现象，很少花精力挖掘产品的文化、历史、
故事等无形价值，抓品牌建设的强烈愿望和紧迫意识尚未形
成。如全市木耳文化挖掘不够，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结
合还不紧密。

品牌杂乱弱小，缺乏有效整合。政府主导品牌申报
培育力度不强不硬，不能满足企业产品推介需求，企业各
自为战、自创自报品牌，导致同一区域同一产品品牌多
样，恶性竞争，难以形成组团出击、集中打响本地特色品
牌的有利局面。从全市农业整体来看，缺乏区域农业公
用品牌，同一区域企业（合作社）各叫各的名、各创各的
牌，缺乏区域品牌打造意识，同质化品牌较多，差异化品
牌较少，同产品不同商标、不同品牌的现象普遍存在。
以茶叶为例，全市注册茶叶类商标 1509 个，在 2013 年注
册了“秦岭泉茗”商标作为商洛茶叶区域公共品牌，因运
营不力，名存实亡。仅商南茶叶就有泉茗、仙茗、乌龙等

品牌 92 种，一个品种多种品牌，品牌“多杂弱”问题严重，市
场辨识度不高，没有形成统一的、有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的
品牌产品。

主体实力较弱，带动能力不强。从数量规模看，全市农
业企业总体呈现“小散弱”的特点，大型的龙头企业少，多数
都是中小型生产主体，经济实力不强，技术和管理水平相对
落后。且大部分农业企业主要集中在农产品粗加工上，精深
加工率仅为 29%左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市级以上龙头企
业仅占全省的 7.56%，与汉中、安康相比，无论是数量还是质
量上均不占优势。从经济效益看，不少企业运营效益不够理
想。市级以上龙头企业中，年销售收入过 5 亿元的只有 3 家
医药企业，过亿元的企业只有 13 家，过千万元的企业有 119
家，过 500 万元的企业有 15 家。从利益联结看，大部分产业
化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延续家族式的管理模式，经营
管理不规范，与基地、农户之间还是一种简单松散的合作关
系，没有形成利益共同体，对产业带动性弱。这势必对我市
龙头企业的发展壮大和品牌建设造成不利影响。

科技含量不高，基础不够牢固。大部分农产品的科技含
量仍然偏低，相关科技供给与现实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目
前，核桃、食用菌、板栗等特色农产品在产后保鲜、贮运、加工
等环节先进技术运用滞后。对品牌农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
科技成果较少，部分关键性技术开发应用不足，产品的开发
方面只停留在初级阶段，深加工和深度开发不足，产品供给
仍以大路货为主，优质绿色农产品占比较低，高附加值产品
相对较少，竞争优势不明显，品牌效益难以提高。如“商洛香
菇”被认定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产品研发、深加工环
节薄弱，70%以上鲜品直接销售。同时，农业经营主体绝大
多数是农民，学历偏低，年龄老化。农业种植的多为老年人
和妇女，文化程度不高，缺少专业知识，有些具有多年耕作经
验的农业经营户，虽然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但缺乏理论知识
和新科技知识。

扩大特色农产品市场占有率

我市的土地资源有限，农业总量不大，不可能像其他地
方一样以量取胜，必须走精而优的路子，品牌建设就显得尤
为重要。

加强顶层设计，明确品牌定位。建立推进机制，成立由
市政府领导任组长，各县区、市级相关部门、行业协会等为
成员的品牌农业发展领导小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细化责
任分工，制订实施方案，健全相关工作制度，抓好各项工作
落实。制定发展规划，围绕商洛生态资源、农耕文化、产业
特色，以“山地农产在商洛”为主题，聘请国内知名专业团
队，编制全市品牌战略发展规划，设计出商洛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形象，包括品牌名称、LOGO、包装体系等，制定重点
产业品牌创建方案和年度工作计划，稳步推进品牌创建工
作。培育区域公用品牌，围绕 9 个特色首位产业，进行品牌
资源整合，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实现共创共享的品牌效应。
坚持“政府主导、产业融入、专业运作、主体加盟”的原
则，培育叫响区域公用品牌，加快商洛农业由产品质
量优势向品牌优势转变。

壮大经营主体，争创名优品牌。注重招大引强，充
分利用商洛资源优势，大力开展农业招商，引进一批
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加工龙头企业，借助企业的先
进技术、生产设备和营销渠道等资源，提升商洛特色
农产品声誉。做强做大本土企业，对重点企业和品牌
产品给予重点培育和扶持，支持引导龙头企业在发展
战略上牢固树立品牌意识，把创建品牌与企业的发展
有机结合起来。鼓励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品
牌为纽带，开展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要素入股，辐射
带动基地和周边农户，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推进农
业集群发展，聚焦打造绿色食品、健康医药两个百亿
级产业集群，加大龙头企业引育力度，配套发展上下
游精深加工企业，支持中小微企业和其他
经营主体发展壮大，扩大绿色、有
机、地理标志和名特优新农
产品生产，着力打造区

域性优势特色农业产业集群。
加强质量监管，提升品牌竞争力。完善质量标准体系，

健全覆盖农产品产地环境、基地建设、贮藏运输、包装标识等
全方位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制定科学合理的种植规
程和操作手册，推行从品种培育到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的
全过程质量标准。强化质量安全监测，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
风险评估和检测能力建设，建立健全监测结果通报制度和质
量诚信体系。强化品牌农产品标识标志管理，全面推行农产
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及二维码追溯管理制度，实现全
程可追溯。加强质量监管，不断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长
效机制，建立健全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加大对上市农产品
不开具合格证和未建立生产基地记录档案的查处力度，严厉
打击假冒伪劣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确保良好的经营环境。

强化科技支撑，提高品牌附加值。建立农业科技研发体
系，培育农业科研人员，搭建农业科研平台，加大农业科研投
入，推动农产品品种、土壤、管理改良，为加快农产品品牌建
设提供科技支撑。加强科技人才支撑，加强与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合作，开发一批具有高技术、高附加值和精深加工产
品，促进产业升级，强化科技对品牌价值提升作用。健全农
技服务网络，加强技术人员的实用技能培训，提升农产品种
植、科管、加工能力。强化科技赋能，用足用好秦创原平台，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改变传统生产方式，进一步提高产出效
益，推动农业集约化、规模化，促使低产变高产、低效变高效，
加快实现量的突破和质的提升，为商洛农产品走向全国提供
坚实的保障。

加大政策支持，推动品牌发展。整合项目资金，将各类
支农资金整合到对相关重点农产品品牌产业的扶持，特别是
对市场潜力大的农产品精深加工、高科技和外向型经营主体
给予重点扶持。强化资金保障，将农产品品牌建设经费列入
市级财政预算，每年安排一定专项经费用于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宣传及市场拓展、配套设施投入、品牌创建奖补等工作，
鼓励引导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参与农产品
品牌建设。拓宽融资渠道，推动品牌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与
各类金融、投资、担保机构的合作，支持产业发展融资平台建
设，撬动社会资本参与产业发展，有效解决产业发展融资难
题，协助品牌企业做大做强。

大力宣传推介，提升品牌形象。创新宣传策略，精选具
有商洛特色的农产品和公共品牌作为突破点，与有品牌运
作经验的主流媒体、新媒体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制定宣传方
案，针对消费者绿色、健康以及市场、品位的需求，挖掘地
域、人文、风土气息，塑造农产品品牌的个性特色。拓宽宣
传渠道，开展集战略研讨、论坛交流、合作对接等于一体的
农业公用品牌高峰论坛，举办大型推介会、展销会、节庆等
活动，参加国家和省举办的各类农展会、农博会、招商会等
活动，广泛宣传农产品品牌，提升美誉度和影响力。积极发
展电商营销，加快农产品物流通道和智慧农业平台建设，邀
请大型专业营销团队合作销售，建立电子网络营销平台，形
成“线上线下”两个营销市场，扩大我市特色农产品的市场
占有率和知名度。

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 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
文/本报通讯员 齐 昌 王 敏 胡清健 图/记者 杨 鑫

近日，洛南县城关街道杨
川村的洛水泉豆制品专业合作
社里，工人正在制作“洛南豆
腐”。该合作社成立于2020年
8月，主要生产豆腐、豆腐干、
豆腐皮，年生产豆制品1800
吨，产品销往洛南县的3个超
市、西安市的5个蔬菜批发市
场及8个小型零售摊点，年销
售收入近千万元。
（本报通讯员 郭夏季 摄）

红仁核桃成为我市农民增收新亮点红仁核桃成为我市农民增收新亮点

洛南县景村镇村民洛南县景村镇村民
在晾晒中药材在晾晒中药材

商州区食用菌产业实现工厂化生产商州区食用菌产业实现工厂化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