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乡村振兴■ 责任编辑 黄 颖 刘佳惠子

2021年1月15日 星期五 JIANGXI DAILY

江西农耕文明源远流长，有着众多闻名
遐迩的特色品牌。而农业底蕴深厚的江西，
却面临着农业大而不强、品牌多而不响的现
实问题。

近年来，我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大力实施“生态鄱阳湖·绿色农产品”品
牌战略。按照“政府培育区域公用品牌、企
业培育产品自主品牌”的思路，先后推出了

“赣南脐橙”“庐山云雾茶”“崇仁麻鸡”“宜春
大米”“赣南茶油”等一批家喻户晓的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使越来越多的“赣”牌农产品
声名远播。

破解农业品牌“小、散、弱”困局

1 月 7 日，省农业农村厅召开新闻发布
会，正式对外发布江西全域农产品品牌——

“赣鄱正品”。这标志着江西在打造区域农
业品牌之路上又迈出新的步伐。

“我省农业品牌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
农业品牌基础不牢固，标准体系不健全，品
牌保护比较薄弱，农业品牌散而不强、杂而
不亮问题依然突出，农业品牌建设任重道
远。”省农业农村厅一级巡视员万国根坦承。

据有关部门统计，在农产品品牌方面，
2019年以前，我省只有“赣南脐橙”“庐山云
雾茶”“赣南茶油”“乐安竹笋”等 4个农业品
牌进入了全国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百
强榜，而大米、生猪、水产等传统产业，没有
一个品牌进入全国百强。农业低水平供给
与高水平需求不匹配等问题仍然突出。推
进农业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加快“赣”字号
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

“赣鄱正品”这一全域品牌的推出，就是

为了推动农业品牌向更高质量发展，破解我
省农业品牌“小、散、弱”的困局。万国根说，
从2021年起，我省将重新梳理农业品牌发展
脉络，通过 3 年的建设期，帮助区域公用品
牌和企业产品品牌提质升级，最大限度扩大

“赣鄱正品”品牌授权覆盖面，加快推广数字
农业与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实现品牌农
产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预计2023年，我省将打造“赣鄱正品”子
品牌 300个，培育品牌价值百亿以上的区域
公用品牌 5个、50亿以上的 10个、30亿以上
的 15 个、10 亿以上的 20 个，品牌价值 10 亿
元以上的企业品牌5个、5亿以上的10个。

推动农产品倚“特”而立，向“高”而行

农产品品牌之争，归根结底是“特色”与
“高端”的竞争。近年来，我省立足本地特色，
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依托科研院所
的科技支撑，鼓励企业开发“尖端”“高端”农
产品，推动农产品倚“特”而立，向“高”而行。

近日，井冈蜜柚正式上链——成为全球
第一个上蚂蚁区块链的柚子。为加快品牌产
业化，吉安市近年倾力打造规模化种植、标准
化生产、品牌化销售和产业化经营的高标准
水果示范区。井冈山农业科技园还积极引
进、吸收先进的科技成果，提高科技含量，将
井冈蜜柚打造成区块链生态溯源种植。

由于井冈蜜柚统一种植标准，形成了统
一的品牌标识及包装，其品牌价值日趋凸
显。2017年，井冈蜜柚成功注册了国家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当年还荣登中国果品区域公
用品牌价值榜，2020年还成功进入“中国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

品牌是企业和产业核心竞争力的体
现。迈入高质量发展时代，更需要品牌的引
领作用。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
产品区域品牌建设工作，把品牌建设作为推
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大力
发展品牌农业，健全品牌培育体系，培育了
一批拥有核心竞争力、高附加值和自主知识
产权的农产品区域品牌，为全省农业经济提
质增效升级提供了强劲动力。

区域品牌价值不断彰显

品牌的意义，不仅是为农产品标注独有
的名称，关键在于提高农产品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进而实现品牌的溢价效益。

日前，2020 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
布，赣南脐橙以品牌强度 895、品牌价值
678.34亿元位列全国区域品牌(地理标志产
品)第六位、水果类第一。赣南脐橙之所以
问鼎水果类区域品牌第一，关键还是品牌价
值的彰显。

近年来，我省从探索区域品牌整合到
2019年首次推出“十大区域公用品牌”“50强
企业品牌”，2020年继续发布江西“二十大区
域公用品牌”和“企业产品品牌百强榜”，有
力提升了我省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知名度、美
誉度和影响力。

绿色生态是江西农业最大的品牌。近年
来，我省先后推出稻米、水果、茶叶等多个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且品牌价值进一步彰显
——“7+2”稻米区域公用品牌效益显现，销
售收入达到48亿元；“四绿一红”茶叶的品牌
总价值达到122.1亿元，比2019年增长12%。

江西农业资源丰富，拥有不少闪亮的金

字招牌。万年县是世界稻作文化的发源地
之一。明清时期，江西就是著名的四大米市
和三大茶市之一。江西是全国三个首批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之一，也是全国唯一的

“绿色有机农产品示范基地试点省”。但与
福建、湖南等省份相比，我省农业资源优势
仍未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正视差距奋勇追赶。近年来，我省在加
快向现代农业转型进程中，农产品品牌影响
也在一步步扩大。

创新宣传，谋划“硬核”举措——
围绕“生态鄱阳湖·绿色农产品”品牌，

省财政整合 2.55亿元，创建 9个稻米区域公
用品牌。2017年开始，省财政每年安排 1亿
元用于江西农产品的推广宣传，先后组织21
个区域公用品牌和26家企业积极参与，抢占
国内主流媒体宣传的制高点。

统一策划，打响“赣鄱正品”品牌——
2019年以来，我省通过政府采购服务方

式，聘请全国一流专业公司、专业团队对全
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进行规划和策
划，对全省60个县（市、区）进行了品牌调研，
制订了《江西农产品品牌策划总体方案》。

瞄准市场，加快农产品品牌走出去步
伐——

近年来，江西农产品北上南下东进，抢
抓全国各类展示展销会等机遇，找准合作切
入点，大力推动农产品区域品牌发展，建立
直面粤港澳、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的品牌旗
舰店，特别是借助京沪粤市场的优势，推动
更多“赣”字号区域农产品走出江西、走向世
界。

“赣”牌农产品进军集结号，已经吹响！

品牌强农正当时
——我省推进农产品品牌战略的思考

本报记者 黄 颖

迈入 2021 年，我们已进入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第一年。如何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
的新需求，满足人们“吃饱”到“吃
好”转变，正是当前农业面临的新
课题。

江西物产丰富，不乏优质农产
品，但不少优质农产品仍“养在深
闺人未识”，尤其全国知名的农产
品品牌不多。近年我省农业品牌
建设成效显著，但仍面临农业品牌
散而不强、杂而不亮等突出问题。
江西要加快实现向农业强省的跨
越，必须破解江西农业品牌“小、
散、弱”的困局。最近，笔者一朋友
遇到的一件小事让她颇感烦恼：因
其每天喝西芹汁，遍寻江西有机芹
菜无门，最后只好舍近求远，买山
东、湖北等地的有机芹菜，不仅周
期长，且路途远导致不够新鲜。

随着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人们对优质农产品的个性化、精细
化需求不断增多。加快发展现代
农业，既要从顶层架构探寻品牌农
业发展新路径，更需要让供需实现
更加精准对接，打通产销“最后一
公里”，打造更多区域优质农产品
品牌，加快发展精品高端农业，满
足人们对菜篮子的新需求。

笔者认为，打响农业品牌，要
推进特色优势产品的品牌化开
发，加快农产品从“卖产品”到“卖品牌”的转变，引
导农民既“种得好”又“卖得好”，着力培育发展更
多绿色、有机农产品品牌，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
价值链。另一方面，江西农产品品牌战略方向应
走“认证型”农产品品牌之路，通过设立突显“认
证”含义的全域品牌，推进全域品牌、区域品牌、企
业品牌、产品品牌兼容并进、融合发展，才能不断
壮大我省农业整体品牌实力。

可喜的是，我省农业部门着力打造“赣鄱正
品”，将品牌建设覆盖产与销、从“最先一公里”到
消费者餐桌的全过程。计划到 2023年，打造“赣
鄱正品”子品牌300个。

打造品牌农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只有以品质为先，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打造更多
高于“绿色”“有机”标准的江西优质农产品品
牌，让更多赣牌名优农产品走向世界，才能真正
实现“品牌兴农、品牌富农、品牌强农”，开创农
业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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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吉水讯 （记者游静 通讯员王薇薇）日
前，由吉水县农业农村局推荐的“推动稻米产业
转型升级”项目，入选第二批全国农业社会化服
务典型案例，这也是我省唯一获此殊荣的案例。

吉水县是吉安市“井冈山”牌稻米区域公用
品牌建设重点县。近年来，该县充分整合资源和
资金，将稻米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与农业生产托管
项目有机结合起来，重点在“井冈山”牌稻米区域
公用品牌订单生产范围内实施农业生产托管服
务，以托管提升品牌，以品牌带动托管。

日前，记者走进吉水县醪桥镇全自动智能工
厂化育秧中心看到，工人们正在为育秧设备做保
养，为下一年育秧作准备。该育秧中心由井冈山
粮油集团投资建设，公司以创建“井冈山”稻米区
域公用品牌为契机，发展订单种植面积超过24万
亩，其托管服务面积达到22.78万亩。

在“井冈山”牌稻米公用品牌创建的基础上，
吉水还强化经费保障，整合多方力量，实行“公
司+服务组织+农户”服务模式，全面实施农业生
产托管服务。据统计，该县农业生产托管面积由
2017年的15.49万亩，增至2020年的41.32万亩。

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让当地许多农户种田当起
了“甩手掌柜”。从水稻育秧、栽种到病虫害防治，
再到收割、烘干，一切农事全部托管给吉水中波供
销农业有限公司。“农事实行全程托管服务，不仅种
田更轻松了，而且效益也更有保障，每亩田可增收
200多元。”黄桥镇种粮大户郭富生说。

今年以来，吉水县还创新服务模式，由单一
的生产托管服务向全程托管服务升级，让农民种
田积极性倍增。通过创新托管服务模式，吉水县
有效减少了季节性抛荒，提高了水稻复种指数，
全县水稻种植面积由2017年的123.7万亩增加到
2020年的132.6万亩。

吉水社会化服务
助力稻米产业转型

“现在国家惠农政策越来越好，像我
这样的种粮大户越来越有赚头，去年我承
包的 300亩田，亩产高达 1200斤，除去一
切成本，净赚了 28万余元，今年我还想扩
大种植面积。”1月4日，元旦刚过，宁都县
长胜镇长胜村种粮大户黄江就开始忙着
流转水稻田。

粮丰安天下，业兴奔小康。素有“赣
南粮仓”之美誉的宁都，不断推进“单改
双”，扩大种植面积，引导农机专业合作社
开展“保姆式”服务，让撂荒田重披绿装。
2020 年，宁都县种植粮食作物 105 万亩，
其中水稻 97.25 万亩，其他粮食作物 7.75
万亩，收获粮食8.4亿斤。

推进“单改双”，种粮热情高
“去年种早稻，每亩有 200 元的补

助。”固村镇下河村里屋组种粮大户邓庚
发高兴地说，过去，很多农民都种蔬菜、脐
橙等经济作物，水稻种植面积被压缩，一
些没有劳力的农户甚至让稻田抛荒。“如
今，惠农政策多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也
高了，我把原来的 30 多亩烟田全部改成
了双季稻田。”邓庚发说。

去年，宁都紧紧围绕稳定粮食生产目
标任务，大力推进“单改双”“治撂荒”工
作，挖掘增产潜力，激发群众种粮积极性。

讲政策，算效益。宁都县积极组织党
员干部进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宣传讲
解党的政策，跟群众谈心谈话，讲解当前
国内外粮食形势，跟群众算好“单改双”经
济账，激发群众种粮热情。

“群众看党员，我们带好头，群众就会
跟着干。”去年初，石上镇莲湖村党支部书
记赖金宝带头种植早稻，还挨家挨户宣
传，邀请种粮大户实行“单改双”，扩大粮
食种植面积。

政策扶持，激发动力。宁都县财政筹
措资金 7000 万元，对集中连片种植水稻
200亩以上区域内的种植户进行奖补。

有了“田保姆”，种地更轻松
隆冬时节，本是农民最闲的时候，东

山坝镇大布村张屋组种粮大户罗小林却
闲不下来。他说，要趁着冬闲时节，多租
点田，不然田都被别人租走了。

相比罗小林的忙碌，同村的张清华却
显得很清闲。原来，春耕前，他便与东山
坝镇万家发农业合作社签订协议，将水稻
生产全过程全部托管给“田保姆”。

“自己年纪大了，干不动，孩子又不愿
回来种田，眼看种了一辈子的良田荒在
那，实在舍不得。”张清华说，现在好了，有
了“田保姆”，全部托给合作社，省心又省
力。

“我和几个朋友合伙成立了万家发合
作社，向群众提供全程社会化服务，村民
只需放心把田交给我们，即可在家坐等收
粮，平时还能外出务工赚钱。”罗小林说，
今年，已有20多户村民把田交给他们。

近年来，由于农村大量青壮年外出务
工，“地谁来种”“如何种好地”成为一个不
可回避的话题。宁都县积极鼓励、支持农
机专业合作社开展全程托管服务，并对购

置农机给予一定补助，从根本上解决人们
“耕、种、收”的难题。

延长“产业链”，增产又增收
“现在优质稻托市价每百斤 121 元，

但丰泽米业来我们村按每百斤 135 元
收。我家 150亩水稻，平均亩产达 650多
公斤，刨去成本净赚十几万，比外出打工
好多了。”1月 8日，田头村种粮大户黄木
生高兴地说。

除了订单生产，当地众多的粮食深加
工企业，为种粮农民增产增收提供了坚
实保障。近年来，宁都通过发挥农业优
势，加快对粮食等初级农产品的转化和
加工，不断延长农业产业链条，走出了

“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
特色之路。

“和鑫米业、丰泽米业、金润粮油、惠
大饲料等省内产业化龙头企业，不约而同
把宁都当作了发展宝地。”宁都县粮食流
通服务中心主任罗崇说，40多家粮食加工
企业通过“抱团”发展，形成产业集群。

在宁都，一粒粮，经和鑫米业加工后
变成优质大米，产出的米糠拉到金润粮
油被提炼成“色拉油”，余下的糠饼、碎米
经惠大饲料加工后又变成饲料，廉价的
农产品一下子成了俏销的农产品，身价
倍增。

不断延伸的粮食产业链，一头连着耕
地，一头连着加工厂，宁都粮食生产正“强
筋壮骨”，由单一的产粮大县向粮食加工
强县转变。

本报讯（记者游静 通讯员吴茵）日前，省果
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体系的专家在新余召开蜜
橘反光膜试验品质及测产现场会，专家随机抽取
样品果树进行品质分析。数据表明，经过反光膜
技术处理的橘园，橘子的卖相好、品质高，每公斤
橘子可多卖0.4元，亩产增收1200元。

据省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体系首席专家胡
智介绍，近年来，针对柑橘结果树下部及内膛果实
因光照条件较差，易造成果实着色不良、外观较
差、品质不佳等问题，省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体
系的专家经技术攻关，覆盖一层反光塑料膜，有效
地解决了上述难题。经过反光膜技术处理后的蜜
橘，果实外观着色均匀，糖度为11至12度，比一般
蜜橘糖度高1至2度，橘子品相更好，售价更高。

一张反光膜增收上千元

这些天，高安市杨圩镇寨里村“羊司令”胡伟很
忙，他一边指挥员工清理羊圈里的羊粪，一边与徒弟
梅大宝打起了视频电话，提醒他注意给羊保暖，当心
羊感冒生病。

这边电话刚挂，那边电话又响起。“你好，‘羊司令’，
我们合作社的母羊快要产崽了，天气这么冷，要注意
哪些事情？”原来是寨里村湖羊合作社负责人熊让生
打来的。

“你稍等，我现在就到你那里去，看看再说。”挂了
电话，胡伟便往寨里村湖羊合作社奔去。

今年40岁出头的胡伟七年前开始养羊，经过摸爬
滚打，他已成为高安市远近闻名的湖羊养殖能手，当
地人都叫他“羊司令”。不管谁来求助，他总是热情接
待并耐心传授湖羊养殖技术。近年来，随着胡伟名气
越来越大，前来向他取经的人逐年增加。

梅大宝前几年退伍，先是养鸡，后又养牛，但都遭
遇了“滑铁卢”。两次创业受挫的梅大宝有些灰心。
一次，梅大宝来到胡伟的湖羊养殖基地参观，重新燃
起了他的创业梦。去年 8月，梅大宝贷款 30万元建羊
舍，购种羊 60头，去年底存栏达到 200多头。经过胡
伟的精心指导，今年上半年，梅大宝养殖的 40多头湖
羊出栏了。“真的很感谢‘羊司令’！要不是他帮助，
我都不知道自己的创业路怎么走。”梅大宝由衷地感
激道。

进贤县温圳镇养羊大户干卫东，以前养殖山羊，
效益不佳。两年前，干卫东通过朋友认识了胡伟。胡
伟了解情况后，建议他改养湖羊，并多次到温圳实地
指导。目前，干卫东的湖羊基地有母羊350头。

这几年，胡伟教出来的养羊专业户越来越多，
有当地的，也有外地的，他们之中，养殖规模大的存
栏 1000 多头，小的也有上百头。“湖羊生长快，适应
性强，以花生秸秆为主要饲料，养殖成本低，是一个
发家致富的好项目。”如今，胡伟对发展湖羊养殖
更有信心了。为此，他又萌生了一个计划：希望帮
助 100 名农民养殖湖羊，让农民兄弟腰包更鼓，生
活更好。

“羊司令”胡伟
况庆林

1月 12日，农户赶着好时节抢摘草莓。近年
来，吉安市青原区天玉镇流坊村通过流转土地发
展产业，带动村民脱贫致富。 通讯员 彭生苟摄

岁末年初，石城县本土
赣南脐橙电商品牌“一品
优”的车间内，工人们正在
将脐橙装箱。该品牌年销
售脐橙、蜜柚等水果1500万
公斤，年销售额超 8000 万
元，解决当地群众就业 400
余人。

近年来，石城县积极推
进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着力
培育电商龙头企业，打造电
商产业基地。通过建立“平
台＋合作社（企业）＋农户”
的运营模式，引导贫困户参
与脐橙等农特产品的生产、
加工、包装、物流全产业链
建设，促进当地群众增收致
富。2020年，全县实现电商
交易额突破20亿元。

通讯员 李方圆摄

喜收致富果

扎紧“粮袋”端牢“饭碗”
———宁都—宁都大力发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纪实展粮食生产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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