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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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入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品种培优、品
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农产品资源丰富，
品类齐全。“齐鲁灵秀地 品牌农产品”省
级农产品整体品牌叫响全国；烟台苹果、金
乡大蒜、章丘大葱、威海刺参等70个省知名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以及龙大牌低温肉制
品、鲁花牌花生油、康大牌兔肉等600个省
知名农产品企业产品品牌家喻户晓。

近年来，围绕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
农业品牌建设的相关部署，山东省农业农村
厅创新思路，积极探索，深入实施品牌强农
战略，探索形成了农业品牌建设的“山东样
板”，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澎湃动力和强劲活
力。

系统谋划

下活品牌强农一盘棋

推进品牌强农，需要以统筹全局的战略
眼光，下好下活一盘棋。

山东注重系统谋划，率先出台了《关于
加快推进农产品品牌建设的意见》《山东省
农产品品牌建设实施方案》《山东省农产品
品牌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关于印发农业优
势特色产业培育方案的通知》等文件，开创
性提出了“打造一个国内外享有较高知名度
和影响力的山东农产品整体品牌形象、培育
一批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产品品牌、制定一
个山东农产品知名品牌目录制度、建立一套
实体店与网店相结合的山东品牌农产品营销
体系”的“四个一”目标。

蓝图绘就，更要确保干出实效。山东建
立了由省农业农村厅、省发展和改革委、省
财政厅等部门组成的农产品品牌建设联席会
议机制，搭建起跨部门横向沟通桥梁，适时
开展农产品品牌建设经验交流和分享，集思
广益研究破解农产品品牌工作瓶颈难题，学
习借鉴品牌建设新经验、新思路，凝聚了育
品牌、护品牌的强大合力。

为给全省农业品牌建设提供强大的智力
支撑，山东着力做好“育才”这篇文章。
2016年率先建立品牌人才智库，会集国内60
余名知名专家、学者，为我省农业品牌建设
建言献策、把脉问诊。采取“走出去”和
“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实施农业品
牌人才培育工程；2017年组织市、县(市、
区)两级农业农村部门从事品牌工作的负责
人和部分区域公用品牌、企业产品品牌相关
负责人等340余人，赴浙江大学开展农业品
牌专题培训，系统学习农业品牌专业知识；
2018年，邀请北京方圆品牌营销机构董事长
李明利和光华博思特营销咨询机构总裁韩志
辉为300多家农业企业开展品牌营销策划专
题培训；2019年组织165人赴南京农业大学培
训，进一步提升了山东农业品牌建设的专业
能力和水平……

在品牌运营方面，山东在充分整合挖掘
齐鲁深厚文化底蕴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农产
品消费定位，设计并推出了“齐鲁灵秀地
品牌农产品”省级农产品整体品牌形象，首
次将区域公用品牌定位上升到全省高度，建
立了“省级整体品牌+区域公用品牌+企业产
品品牌”的品牌运营体系，形成了山东全区
域、全产业、全要素参与品牌塑造的合力。

筑基固本

厚植品牌发展势能

品质是品牌发展的第一要义。培育农
业品牌，必须要坚持市场导向、消费者
至上，把安全、优质、绿色作为不
断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基本要
求，筑牢品牌发展基础。

山东积极构建与质量兴
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相
适应的农业地方标准体
系。2020年全省农业地方
标 准 和 技术规 程 达 到
2600项，省级农业标准
化生产基地达1309家；
部省共建的全国蔬菜质

量标准中心建成运营，编制完成37种蔬菜的
54项生产技术规范；开发上线了“一乡一
业”标准体系库，实现农业标准与生产需求
紧密衔接。

青岛农品，绿色品质，世界共享。近年
来，青岛市大力实施农业品牌发展战略，以
产业育品牌，以质量树品牌，以开放塑品
牌，以文化润品牌，走出了一条以“绿色品
质，世界共享”为特色的品牌农业发展之
路。3年来，全市累计投入资金7200多万元，
实施农业品牌宣传推介项目，累积触达10亿
人次，“青岛农品”荣获全国“融”媒体优
秀案例奖。全市涉农产品注册商标2 . 2万多
个，“三品一标”农产品1156个，市著名农
业品牌164个。其中，中国驰名商标20个，国
家级名牌7个；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54个，
位居全国副省级城市首位。2020年，全市农
产品年出口393 . 7亿元，占全国的7 . 5%，位居
副省级城市排名首位，真正实现“绿色品
质，世界共享”。

昌邑大姜、昌乐西瓜、青州银瓜、潍县
萝卜、寿光桂河芹菜……近年来，潍坊培育
了一批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知名度高的区
域公用品牌、产品品牌。品牌响当当，品质
得跟上。当地推广绿色生产技术，全市实施
绿色防控面积520万亩次、推广水肥一体化
面积56万亩，化肥、农药使用量连续多年实
现负增长。推行标准化生产，与全国蔬菜质
量标准中心联合开展蔬菜标准化生产基地示
范培育，第一批申报纳入培育计划31处、面
积1 . 8万亩。

威海市坚持“整体品牌+区域品牌+企业
品牌”发展格局，目前拥有省级知名区域品
牌6个，省级知名企业品牌37个，数量均位
列全省前列。重点打造的“威海苹果 甜蜜
诱惑”品牌形象渐入人心，目前威海苹果已
经构建了现代苹果苗木繁育体系、现代苹果
技术服务体系、现代苹果经营主体培育体
系、品牌宣传推介体系、国内首个现代苹果
产业标准体系，2020年获得中国苹果产业榜
样100品牌。

日照全市茶园总面积达29 . 3万亩，年产
干毛茶1 . 81万吨，是我国纬度最高、面积最
大的优质绿茶生产基地。为擦亮“日照绿
茶”这块金字招牌，当地始终将绿色发展理
念贯穿于茶产业全链条，放大“叶片厚、滋
味浓、黄绿汤、板栗香”品质特点，实现
“喝得放心、喝得健康”。探索“农户信息
一码覆盖，农药使用一码管理，产品入市一
码准入，质量安全一码溯源”的农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体系，实现从茶园到茶杯的全产业
链可追溯。

放眼全省，农业绿色发展成效明显，化
肥农药施用量连续4年实现负增长；形成了
覆盖全省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立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库40余万家，各项监管数
据6000余万条……山东全面开展农产品质量
安全省创建，强化农资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有力保障和提升了农产品品质，为培育
农业品牌积蓄强大势能。

标准引领

撬动品牌发展杠杆

高质量、高层次、高水平建设农业品
牌，需要建立起系统的品牌评价标准。山东
率先制定并发布了《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评价》《知名农产品企业产品品牌评价》
两项地方标准，建立了省知名农产品品牌评
价体系，以点带面，撬动了全省农业生产经
营主体品牌创建的内生动力。

2016—2021年，依据标准，山东开展了6
次遴选工作，共遴选出烟台苹果、金乡大
蒜、章丘大葱、威海刺参、莱芜黑猪、莱阳

梨、乐陵小枣、平阴玫瑰、菏泽牡丹、日照
绿茶、微山湖大闸蟹、荣成海带、东阿黑毛
驴等70个省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以及
龙大牌低温肉制品、鲁花牌花生油、康大牌
兔肉、保龄宝牌淀粉糖等600个省知名农产
品企业产品品牌，形成了首个省级农产品品
牌目录。其中，烟台苹果、滕州马铃薯、章
丘大葱、金乡大蒜、威海刺参5个区域公用
品牌入选2017年中国百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烟台苹果、金乡大蒜、章丘大葱、泰山
茶、邹城蘑菇等17个优秀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2019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名单，上榜数量均居全国首位。

滨州市以“生态、美味、康养”为品牌
定位，打造“食域滨州”农业区域公用品
牌。市中心的“食域滨州”品牌展厅，集中
展示、销售最能代表滨州市农产品品牌形象
的优质特色农产品，同时在京东网等平台打
造“食域滨州”特色馆，线上线下同步发
展。今年，沾化冬枣、博兴对虾入选山东省
第六批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名单，5家
企业获批企业产品品牌。这些新认定的省级
知名品牌将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
打造和标准化生产，不断提升“食域滨州”
整体形象。

泰安市聚力打造泰山茶区域公用品牌，
先后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2019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山东省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据了解，泰山茶以“国山圣水，茶礼天
下”为核心品牌价值，历史文化悠久，在中
国千年茶文化传承中影响深远。截至目前，
泰山茶园总面积已达6万多亩，种植加工企
业100余家。当地大力实施“品质提升、规
模提升、服务提升、品牌提升”工程，将泰
山茶培育成为泰安市最具活力的特色产业之
一，发展势头强劲。

济宁市培育了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济
宁礼飨”。目前，全市已有222家企业(合作
社)的407个产品入选“济宁礼飨”品牌产品
目录，创建品种特色突出、规模效益显著、
品牌培塑潜力较大、产业体系完善的品牌农
产品生产基地100处。在“济宁礼飨”品牌
引领下，品牌农产品溢价率平均达到10%左
右，3年农业产业社会效益据估算超5 0亿
元，带动了农民增收农业提效，有力助推了
乡村产业振兴。

东营市以“黄河口农品 盐碱地特产”
为主题，发挥产业优势、地域优势和特色优
势，全力构建农产品品牌培育、发展和保护体
系，推进农产品品牌建设，打造东营农产品整
体品牌形象，构建起了以“黄河口农品”整体
品牌为引领，黄河口大闸蟹、黄河口大米、黄
河口滩羊、黄河口莲藕四大区域公用品牌+企
业产品品牌的农产品母子品牌矩阵。

济南市以“泉水人家”为引领，以十大
农业特色产业优势产品为单元，通过链条化
打造和品牌化开发，目前已发展核心种养基
地50万亩、各类经营主体1000余家，产值超
过170亿元。平阴玫瑰、龙山小米、长清寿
茶、曲堤黄瓜、历城草莓等品牌农产品享誉
全国，莱芜生姜、章丘大葱的品牌价值再攀
新高。

融合传播

提升品牌营销活力

要实现品牌强农，最后一环是做好品牌
营销，以消费需求为导向，推动传统营销与
现代营销相结合，创新品牌营销方式，实施
精准营销。

从省级层面看，山东构建起融媒传播矩
阵，在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创设《品牌
农业在山东》栏目，制作播出了《章丘大
葱》《金乡大蒜》等70期区域公用品牌节
目。利用山东航空公司100多架飞机机舱餐
桌板开展品牌宣传推广行动，搭建山东品牌
农产品“空中博览馆”。精心制作15秒“齐

鲁灵秀地 品牌农产品”公益宣传片，
先后在央视1套晚间《新闻联播》前、

央视4套晚间《新闻联播》前和央视
13套播出，进一步提升了品牌知
名度。

今年，融合利用中央电
视台、大众日报、山东广播
电视台、经济日报、农民
日 报 、 人 民 网 、 新 华
网、大众网以及国内
重点城市商超终端传
播影像等媒介，多

渠道、立体化、广覆盖宣传推介“齐鲁灵秀
地 品牌农产品”。

山东注重线上线下联动营销。2020年，
以“庆丰收 迎小康”为主题，省农业农村
厅成功举办了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热销暨中
国品牌农产品庆丰收和山东省庆祝2020中国
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高标准搭建了“齐鲁
灵秀地 品牌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展区、
非遗展示区和丰收市集，开展了直播带货活
动。参展观众达5万多人次，线上+线下累计
达成2亿多元的销售额。2020年春节期间，利
用抖音和今日头条开展了“备点年货过大
年”线上宣传营销活动，抖音话题总播放量
达3 . 4亿人次，今日头条专题推送量达1201万
人次。

2018年1月，为推动山东省农产品品牌创
建，山东品牌农产品综合服务平台正式启动
上线，开辟了线上营销渠道，平台上线以来
累计带动关联销售额7亿余元。今年，将有
针对性地面向国内重点城市，采取线上线下
联动方式，开展定向精准营销推介活动，进
一步巩固和拓展我省农产品市场营销渠道。

从各市情况来看，通过创新营销模式，
各地进一步提升了农业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品牌农业快速发展。

烟台市以打造“品道烟台仙果香”全品
类整体品牌为重点，线上与京东、淘宝、微
店等平台搭建烟台农产品特色馆，同时结合
线下全国各地的水果批发市场，着力构建区
域公用品牌引领、企业产品品牌支撑的品牌
协同发展模式。以“市+县域”区域化打造
和“全媒体+自媒体”多元化宣传为手段，
不断提升特色果品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烟
台苹果宣传片连续5年在央视综合频道播
出，与烟台大樱桃、莱阳梨一起在山东航空
105架飞机上投放，标志着陆空一体化品牌
宣传格局初步形成。

德州市调动各种传统与新型传播方式，
通过拍摄宣传片、召开发布会、参加省内外
展销会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宣传推广德州农
产品品牌。“德州味”品牌运营项目将建设
1000平方米“德州味”运营中心和238平方米
“德州味”展销体验中心。9月底，运营中
心将先期启动“德州味”展销体验中心，目
前运营中心正积极研究搭建“德州味”京东
品牌馆，开发“德州味”品牌专属小程序，
预计10月份52家授权单位品牌产品将正式上
线、销售推广。

品牌是信誉、信用的集中体现，是产品
市场认可度的有力保证。下一步，山东省农
业农村厅将强化服务意识，加强政策引导、
公共服务和监管保护，加快推进品牌强农，
集中力量支持农业品牌建设的重点区域和关
键环节，鼓励和支持各地采用多种方式强化
宣传推介，营造全社会发展品牌、消费品
牌、保护品牌的良好氛围。

①作为“中国葡萄之乡”，大泽山镇享
有“西有吐鲁番，东有大泽山”美誉

②烟台苹果宣传片连续5年在央视综合
频道播出

③胶州大白菜实现从品种组培选择、肥
料使用、病虫害防治到加工贮藏的全过程标
准化生产

④昌邑宏大生姜批发市场
⑤“齐鲁灵秀地 品牌农产品”标志和

吉祥物

打造品牌强农的“山东样板”
——— 山东农业品牌的创新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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