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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市辣椒产业集群发展现状、路径与经验

史 　 琼１，２，吴 家 琪１，吴 　 滔１

（１．贵州大学 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５５０００６；２．贵州省农业科学院 现代农业发展研究所，贵州 贵阳５５０００６）

　　摘　要：农业产业集群式发展能够降低其成本、提高竞争力，在区域内形成有机整体，实
现规模化效应。贵州省遵义市辣椒产业集群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利用波特钻石模型对其集
群发展现状进行分析，认为其在生产要素、需求条件、同业发展、相关支持产业、政府作用、发
展机遇６个方面发展条件都较为优越，是较为成熟的产业集群；分析其发展的路径，遵义市
辣椒产业集群的发展通过利用自然条件优势、饮食文化契机、政策支持、产业联动４个阶段
逐渐发展壮大。总结其发展经验为优化区县布局、重视科技、培育龙头企业、重视数字化、加
大宣传，以期为其它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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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经合组织将在空间位置上聚集，在生产
关系上紧密联系的上下游农业种植与加工、销售
的企业与机构认定为农业产业集群，它们存在互
补关系，形成集聚效应的有机整体［１］。产业集群
通过产业各个环节例如种植养殖、储藏保存、物流
运输、加工销售等的经营主体以及服务部门、机构
在长期的合作、互补和竞争中成长和壮大，在空间
结构上相对聚集，在功能作用上互补协调，形成产
业网络，获得完善的基础设施，提高周转效率，降
低成本，提高效益，实现规模化效应。

贵州省做强十二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辣椒

　　　　　

产业作为其中之一在贵州农业产业经济发展中发
挥重要作用，是脱贫致富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优
质农业产业之一。《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制定贵州
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到“大力发展现
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和区域
布局，做大做强十二个重点农业特色优势产业”
“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推动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贵州省十三届
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
要》提到“加强辣椒优良品种换代和先进种植技术
推广，辣椒年种植面积稳定在３３．３万ｈｍ２ 以上，
实现由辣椒大省向辣椒强省跨越”“优势特色产业
集群建设。打造培育辣椒超１００亿元产业集群”。
自海上丝绸之路给贵州省带来了辣椒种子，辣椒
就在贵州扎了根，适宜的种植条件加上人民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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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习惯，辣椒已然发展成为重要的农业产业，是农
民实现脱贫致富的产业选择。

２０２０年贵州省辣椒种植面积３６．３万ｈｍ２，
产量７００万ｔ，产值２３０亿元，规模位居全国第一；
辣椒市场交易额达到７２０亿元［２］。２０２０年８月

１８日，在第五届贵州遵义国际辣椒博览会后举行
了贵州省朝天椒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启动仪
式。贵州朝天椒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是农业农村部
和财政部立项建设的全国唯一的辣椒产业集群，
主要围绕打造全国辣椒新品种研发、全国优质辣
椒种植、国际辣椒食品加工、国际辣椒贸易“四大
中心”，实施标准化种植、加工升级、市场品牌建
设、科技支撑、金融创新“五大工程”，实现“辣椒强
省”的目标。贵州省朝天椒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
设启动仪式上集中开工（投产）的２４个项目总投
资达３６．５８亿元，有１３个项目落地遵义市，可以
看出遵义市的辣椒产业在全省的地位举足轻重，
是全省辣椒产业发展的“排头兵”，所以选择遵义
市辣椒产业作为较为成熟的产业集群案例进行分
析。首先利用钻石模型对其要素发展情况进行梳
理，从横向要素分析了解其发展概况；继而纵向分
析其产业发展壮大的路径，总结产业发展经验，为
贵州省发展农业产业发展提供借鉴。

１　遵义市辣椒产业集群发展分析

１．１　发展现状

贵州省辣椒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遵义市
为主的黔北辣椒带，无论是产值还是种植面积均
占全省辣椒产业的５０％以上，在种植、交易市场、
加工企业等产业环节完备，集群发展已经具有一
定规模。２０２０年，遵义市辣椒种植面积约为

１４．７９万ｈｍ２，鲜椒产量达２８９．１万ｔ，约占全国

１０％，在全国地市辣椒种植面积中稳居第一；种植
产值达１０４．１亿元。从表１可以看出，遵义市辣

　　　　　

椒种植面积、产量、产值从２００１—２０２０年有很大
的增长，２０２０年遵义市辣椒种植面积与２００１年
相较增加了２５６％，产量增加了１　０７３％，产值增
加了２　８７４％。现阶段，遵义市有１７０余个乡镇建
设辣椒规模化基地约６．６万ｈｍ２，种植专业合作
社及企业２００余家，培育职业椒农４．５万人，带动
发展农户１５万余户［３］。加工企业４０余家，年加
工辣椒制品产值约 ４０ 亿元。辣椒交易量约

４０万ｔ，交易额接近７０亿元，其中虾子镇的中国
辣椒城年交易量２２万ｔ，交易额约５０亿元，规模
是全国干辣椒市场的第一。可以看到，辣椒产业
的整体发展速度是非常迅速的，是全产业链的同
步完善，呈现出集群式发展状态。

１．２　基于波特钻石模型的遵义市辣椒产业集群
模式分析

　　对于农业产业集群的分析较为成熟的是波特
钻石模型（图１），对遵义辣椒产业集群模式的分
析也基于该模型进行分析。

１．２．１　生产要素

１）优越的自然条件。中亚热带高原湿润季风
气候分布在遵义市全境，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在辣
椒成熟期昼夜温差大，有利于辣椒的生长及干物
质积累。遵义市受地形复杂和经济条件的限制，
环境污染较少，具有很好的隔离条件，而且辣椒的
病虫害现象较少；农家肥在遵义市辣椒施肥方式
中占据主要地位，农业生产污染较少，辣椒品质
高［４］。２０１７年，遵义市成功申报成为中国特色农
产品（辣椒）优势区，虾子辣椒获得了中国百强农
产品品牌［５］。

２）优良的品种。“遵义朝天椒”“黄杨小米辣”
“绥阳子弹头”成功申报为地理标志产品，获得了
遵义市朝天椒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贵三红等
企业辣椒原料基地已经获得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
认证等。截至目前，遵义市已经建设无公害辣椒

　　

表１　２００１—２０２０年遵义市辣椒产业发展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ｐｐ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Ｚｕｎｙｉ　ｃｉｔ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１ｔｏ　２０２０

总量 Ｔｏｔａｌ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遵义市辣椒种植总面积 Ｔｏｔａｌ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ｐｐｅｒ　ｉｎ　Ｚｕｎｙｉ　ｃｉｔｙ／万ｈｍ２　 ４．１６　 ５．３０　 ７．６０　 １３．３７　 １４．７９

遵义市辣椒总产量 Ｔｏｔ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ｏｆ　ｐｅｐｐｅｒ　ｉｎ　Ｚｕｎｙｉ　ｃｉｔｙ／万ｔ　 ２４．６４　 ３８．４０　 ９３．００　 ２０３．３０　 ２８９．１０

遵义市辣椒总产值 Ｔｏｔ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ｅｐｐｅｒ　ｉｎ　Ｚｕｎｙｉ　ｃｉｔｙ／亿元 ３．５０　 ６．７０　 １６．６０　 ５０．８０　 １０４．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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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波特钻石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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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超过４万ｈｍ２、有机辣椒基地约１３３ｈｍ２［６］。

经过农业农村部专家检验，脂肪含量上遵义辣椒
比国标高３个百分点以上，脂肪含量越高表明辣
红素越高，香味也更加浓厚；在辣素含量上比国标
高０．５个百分点，辛辣味强，风味浓。适宜的自然
条件造就了遵义市辣椒作为食用型辣椒的高品质
特征。２０１９年遵义市开始实施辣椒“换种工程”，
推广种植遵义市朝天椒等７个品种，提升本土优
良品种单品化、规模化，提高辣椒单产数量，增强
品种竞争力。

３）成熟的种植技术。遵义地区已经拥有

５００多年的种植历史，农户种植经验丰富，种植技
术成熟。遵义市主要辣椒种植区域基层农技部门
通过漂浮育苗的方式，为农户提供出苗时间统一、
品质较高的辣椒种苗，技术和服务受到认可。近
年来，遵义市通过科技特派员、“万名农业专家下
基层”等行动引导农技专家到基地进行技术培训。
同时，制定《地理标志产品遵义朝天椒》系列质量
分级标准及栽培技术标准，规范整个辣椒的生产
操作流程［６］。

４）有利的区位条件。遵义市不仅拥有省内庞
大的辣椒消费市场，更是处于全国产椒大省中心
位置，四周省份都是喜欢食辣的地区，辣椒消费能
力强。遵义市是周围省份辣椒交易的集散地，遵
义市辣椒的交易渠道非常畅通。随着境内高速公
路网络、高速铁路站点、航空港口的逐步建成，与
“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以及全国地域经济联系将
大幅度加强，更加有利于遵义市辣椒进入全国

市场。

５）在基础设施条件方面。交通条件方面，

２０１９年遵义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１　２０７ｋｍ，
播州区、绥阳县、虾子镇、新蒲镇等辣椒重点生产、
交易地区都设有高速路口；公路总里程超过

３．３万ｋｍ；水域通航里程近１　０００ｋｍ。新舟机场
与茅台机场带领遵义市进入了“双机场”新时
代［７］。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网不断扩展，为辣椒
产品的物流运输和人员往来提供有利条件。水利
建设方面，２０１９年新建、整修水利设施２９座，水
利设施的完善对辣椒种植业的发展提供重要保
障。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２０１９年遵义累计建
成具备物联网功能的基站４　１００个，行政村实现

１００％通光纤和４Ｇ网络，畅通辣椒产业开展电商
销售［８］。

１．２．２　需求条件
贵州省内消费市场对辣椒的需求促进遵义市

辣椒产业迅速发展，是遵义市辣椒产业发展的内
生动力。贵州省空气湿度大，虽无酷暑，但冬季湿
冷，特殊的气候环境让贵州省人民的日常饮食离
不开辣椒，辣椒的大量需求为遵义市发展辣椒产
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遵义市辣椒产业由省内消
费市场带动发展起来，但不仅局限于省内市场。
遵义市辣椒因其香辣味独特、辣椒制品丰富等优
势，产品畅销全国和其他２０余个国家和地区。根
据《２０１８全国调味品行业蓝皮书》显示，全球食辣
人群超过２５亿，辣椒全球交易额超过２　８７３亿
元，辣椒消费人群众多，消费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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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　企业战略、结构以及同业竞争
种植环节，遵义市成立辣椒种植企业和专业

合作社２００余家，村支两委、企业、合作社、农户等
主体 进 行 多 种 模 式 联 合 发 展。建 设 基 地

８　０００ｈｍ２，涉及农户５万余户，示范带动发展辣
椒２．６７万ｈｍ２，带动发展农户１５万余户。

交易环节，遵义市现有辣椒交易市场３２个。
其中，中国辣椒城是遵义市辣椒产业发展的重要
力量，是国内最大的干辣椒交易市场，可以满足

７５万ｔ辣椒进行交易量、５６万ｔ辣椒进行仓储周
转。同时，它可以满足１２０万ｔ物流年吞吐量；

３００余家商户已入驻，建立了“辣椒云”和“买辣
网”等大数据中心及线上交易平台；启动“仓单质
押”业务，是多功能的辣椒市场交易基地。中国辣
椒城不仅承担省内辣椒交易，国内辣椒如河南省、
新疆自治区以及印度、韩国、缅甸等国家的辣椒也
蜂拥而至在此交易流通，继而转运至全国及１０余
个海外及地区的消费市场。

加工环节，遵义辣椒加工企业有６０余家，加
工产品为传统辣椒食品，产品主要有油辣椒、豆瓣
酱、糟辣椒、糊辣椒、干辣椒、香酥椒等辣椒调味品
和零食佐餐。企业年加工量约３０万ｔ、加工产值
约３５亿元。在播州区和新蒲新区分别建成１０亿
级辣椒加工园区，培育当地企业如贵三红、真辣、
黔辣苑、辣哈哈等６１家辣椒加工企业，引进重庆
刘一手火锅、德庄火锅、云南宏绿辣素等企业，实
现遵义市辣椒商品化率达８５％以上，加速推进辣
椒产业的发展进程［９］。

１．２．４　相关及支持产业
在遵义市辣椒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完善配套

设施和相关行业企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社会服务方面，遵义辣椒行业协会、遵义辣椒

商会等数１０家组织、营销大户以及数千位辣椒经
纪人负责辣椒产业的行业运转和营销。中国辣椒
城带动超过５　０００余人从事辣椒生意，吸引近

１　０００个固定商户在虾子镇经营辣椒生意，约有
近万人从事辣椒装卸、剪把等工作。此外，辐射带
动餐饮、住宿、物流等服务行业，服务辣椒产业的
同时促进经济的发展。

技术人才支撑方面，遵义市建有辣椒院士工
作站，同时也有贵州省辣椒育种技术和作物基因
研究的重点实验室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立遵

义朝天椒种质资源研究与品种选育科技、辣椒制
品研发创新人才团队。同时，根据省市农业专家
服务基层的政策，选派省市农业专家担任科技特
派员或乡镇科级副职，鼓励基层农技人员开展技
术培训工作［６］。中国蔬菜流通协会辣椒产业委员
会也落户遵义，是我国蔬菜、辣椒产业领域从业人
员及经营主体自愿组成的全国性、专业性、多学科
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组织，可以为遵义市辣椒产
业提供技术帮助。“十三五”期间遵义市以当地朝
天椒“遵辣１号”为样本，率先在全省完成了首个
辣椒全基因组序列测定，引领贵州省辣椒基础性
研究进入分子育种阶段，在农业科技研究上实现
重大突破。

金融支持方面，遵义商业银行为促进辣椒产
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专门为辣椒加工企业提供
充足的绿色产业发展资金。同时银行提供“椒农

Ｅ贷”，贫困对象可通过国家扶贫贷款发展辣椒生
产，也为辣椒经纪人提供商业贷款服务；保险机构
提高辣椒保险服务，由基层农服中心帮助购买，提
高椒农应对风险的能力［３］。

１．２．５　政府作用
遵义市各级政府高度重视辣椒产业的长期有

序发展，每年专门拨付不少于３　０００万元的专项
经费，通过农机农资补助、育种补助、换种工程、土
地流转补贴、加工企业补贴等措施对辣椒产业链
中的所有环节进行扶持。“十三五”期间，遵义市
政府把辣椒产业作为农业的五大主导产业之一进
行重点打造，《遵义市辣椒产业助推脱贫攻坚三年
行动方案（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意见》等政府文件都对遵义市整个辣椒产业的长
远健康发展提出了具体指导；打造“世界辣椒加工
贸易基地”已成为遵义市委的重要战略部署，同时
遵义市委也对辣椒产业发展制定了明确的战略定
位及目标［８］。截至２０２０年，遵义市已连续举办五
届辣椒博览会，辣博会是集展览展销、会议论坛、
学术交流、科技培训、旅游购物、休闲娱乐为一体
的全国辣椒产业盛会，起到促进行业交流、提升影
响力的作用。从２０１８年开始，中国遵义朝天椒
（干椒）批发价格指数共发布了５２期，该指数是由
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贵
州省农业农村厅、遵义市人民政府共同编制的，是
全国辣椒价格的 “晴雨表”，产业发展的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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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标”［１０］。

１．２．６　发展机遇
遵义市辣椒产业能够实现集群式发展得益于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家庭联产成本责任制以及改革开
放政策的施行，自此辣椒产业呈现市场化发展。

自２０００年“西部大开发”政策开始实施，贵州省的
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较大进步；２０１２年《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的若干意见》的政策则为贵州省的进一步发展提
供了契机；２０２０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
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出台，为
接下来贵州省发展提供政策支持。２０１９年６月
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对辣椒产业发展进行了部
署，要求全力推进全产业链发展，以“老干妈”等为
重点打造加工基地，建设形成北部加工型辣椒产
业带、南部鲜食辣椒产业带、南部河谷产区的产业
布局，实现从辣椒大省向辣椒强省的发展跨越［２］。

２０２０年１月，贵州省将１２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
茶叶、食用菌、蔬菜、牛羊、特色林业（竹、油茶、花
椒、皂角等）、水果、生猪、中药材、刺梨、生态渔业、
辣椒、生态家禽作为重点发展产业，把辣椒产业单
列作为重点产业来发展。随着国家供给侧改革以
及全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实施，遵义市各
级政府更加重视将其打造成遵义市农业产业中的
一张名牌，宏观上更加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产业
布局，坚持绿色发展，着重提升全产业链的档次水
平，大力在全国进行宣传推介，让遵义市辣椒产业
进一步发展，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辣椒产业链从种植、交
易到加工经营主体数量很多，提供产业发展的上
游和下游周边产业也非常完备，整个产业的横向、
纵向都发展比较完备；政府从政策措施方面为辣
椒产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保障。目前，遵义市辣椒
产业完善的产业链条与线上线下交易体系共同构
建成了良性运转的产业集群。

２　遵义市辣椒产业集群的发展路径

辣椒在遵义市扎根并形成产业逐渐壮大主要
经历以下４个阶段。

２．１　以自然环境条件为基础扎根遵义

自然条件的优越是遵义市辣椒产业发展的基

础因素，这是在技术、经济都不发达的时代，农业
发展的首要原因。优良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优良的
品种，遵义市辣椒的理化指标良好，味道、色泽等
方面与省外、国外辣椒相比具有明显优势；同样的
辣椒品种只有在遵义地区种植品质最好，地域优
势难以被替代，形成了稳定的地理品牌优势。

２．２　以饮食文化为契机席卷遵义

遵义市在整个贵州省来说，属于食辣最重的
地区，辣椒的需求量较大，为其辣椒产业持续发展
提供不竭的内在需求动力。遵义市从选择种植辣
椒的品种到辣椒制品的销售，都呈现出市场导向
性，顺其自然地形成遵义市辣椒品牌以及食辣文
化，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又打开更广阔的市场。由
于根深蒂固的食辣习惯，遵义市家家皆会制作辣
椒产品，娴熟的工艺和丰富的产品为遵义发展数
量众多的辣椒食品加工厂提供技术支持，也得到
消费者的高度认可。可以说是，食辣的饮食文化
促进了遵义市辣椒的商品化、工业化和产业化。

２．３　以政策支持为助力发展壮大

近年来，遵义市辣椒产业集群的发展依托的
政策因素主要是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政
策以及省市经济发展政策的惠及，省市县制定了
一系列辣椒产业发展的措施，从国家宏观经济政
策到区县、乡镇的具体措施，都为辣椒产业发展壮
大提供助力。遵义市辣椒产业集群基于前期的发
展基础，把握发展的机遇，在２０００年后发展迅速，
尤其是十二五、十三五期间辣椒产业呈现规模化、
标准化发展，在种植面积、产量、产值及交易量等
方面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

２．４　以产业联动为动力扩展全国

遵义市辣椒产业集群的形成依靠产业各个环
节的联动作用。遵义市辣椒产业的经营主体联系
密切，地区范围内部农户、合作社、企业、供销商以
及科研服务部门之间形成相互协作的整体，联合
生产的方式屡见不鲜。例如，遵义新蒲新区虾子
镇不仅有中国辣椒城作为交易中心，还有１０余家
企业、众多零售商及批发商聚集在此，拥有连片的
规模化、标准化辣椒保供基地、企业采购基地，农
户家家种辣椒；周边的乡镇、区县如新舟镇、三渡
镇、播州区、绥阳县等区域都具备完整的产业链，
在种植规模和企业发展方面各有优势，虾子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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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地区在辣椒产业方面共生共存，不同经营主
体之间相互关联、互助共赢。正是遵义地区各个
区县、乡镇辣椒产业链上众多经营主体的联动发
展，将平行的产业链交织成关系密切的产业网络，
让遵义辣椒走向全国市场、出口国际市场，实现了
以遵义市为中心的辣椒产业网络状、发散式的集
群发展。

３　经验总结

３．１　发挥各区县优势，完成产业链重点布局

产业集群在地理环境上具有集聚效应，在产
业链不仅完备而且经营主体数量多。根据遵义市
辣椒产业集群的宏观布局来看，播州区、绥阳县连
片坝区较多，重点布局种植基地；新蒲新区主要以
虾子镇中国辣椒城、辣椒加工产业园负责辣椒的
物流和加工环节，各个区县各有所长、协同发展。
结合遵义市的经验，要发展农业产业集群就需要
以区县为单位进行布局，加强基地建设；发挥企业
的带动作用解决加工和销售的环节；建设冷链物
流仓储运输体系，提高农产品保鲜能力，扩大运输
半径，占领更广阔的市场。

３．２　提高技术水平，培养引进科技人才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农业产业要改变粗放型
的生产方式，提升产业化水平、提高产品附加值，
就要格外重视科技的力量。对于发展农业集群可
以借鉴的是，首先重视科研机构对农业产业发展
的重要作用，加强产学研结合，鼓励科研人员参与
产业发展的相关工作，做好种质资源研究、病虫害
防治、食品药品产品研发等科技含量要求高的技
术工作。同时，培育技术“二传手”、土专家，及时
地解决农民遇到的问题；重视农民技术培训，提高
农业劳作的综合管理技术水平。鼓励不同的经营
主体合作发展，要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人才、大户的
示范带动效应，使得技术、交易信息可以进行有效
的沟 通 和 交 流，增 强 农 户 抵 御 市 场 风 险 的
能力［１１］。

３．３　加强龙头企业培育，带动产业发展

加工企业在农业产业中处于中间的位置，前
接原料供给侧，能够带动农户种养殖，消化库存、
提高农民收益；后连客户消费侧，通过生产加工制
品，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从而带动农业产业

发展。要做大做强农业产业集群就要加快龙头企
业的培育步伐，让龙头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发展，拉
动整个产业的进步。重点要培育实力强大的企业
在行业标准、产品研发方面起到带头示范作用；企
业能够建立标准化种植基地，打造无公害、绿色有
机的种植基地；鼓励企业拓宽深入地开发农产品
更多的医用、药用、工业产品，增加农产品附
加值［１２］。

３．４　重视大数据的作用，促进产业现代化发展

发展现代化农业产业集群要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从种植端到销售端进行数据化，建立数据信息
采集、分析、反馈动态管理系统。在生产环节实现
智能种植、信息溯源，优化产业布局；运用大数据
建立农业质量安全信息可追溯体系，并将数据逐
步纳入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在物流和
销售环节，建立物流运输全程跟踪、智能控制信息
系统；建设信息开放共享、数据互联互通的电商公
共服务系。利用好大数据的优势，可以在全国同
业中脱颖而出，掌握市场话语权。

３．５　打造优质品牌，加强宣传营销

打造优质品牌是农业体质增效的必要措施，
通过品牌效应实现惠农强农。要加强“三品一标”
认证，制定农产品生产标准，保障农产品优良品质
与质量安全。大力开展农产品品牌构建、提升、维
护工程，打造安全优质公共品牌，保护和提升区域
公用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在品牌的宣传营销方面
也要下足功夫。积极打造企业品牌，提升企业价
值就是提升农产品附加值，鼓励企业发展自主品
牌，突出企业品牌优质化和差异化，实现企业良性
竞争。

无论是农产品的公共品牌还是企业品牌，都
需要加大宣传力度，利用网络媒体的力量，将特色
优质的品牌形象向广大消费者传递，扩大产业影
响力，提高大众对品牌的认可度，吸引更多的消费
群体，为农产品打开更加广阔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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