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以“品质”为根，增强品牌“竞争
力”

品质是品牌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抵御市场
风险的基石。新时期农产品消费已从“吃得饱、
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快速迈向“安全优质、营养
健康、特色好吃”。因此，建设“全国有影响力的
现代农港”，就必须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以适应市场需求为目标，实现我市农产品
生产由过去高产量、低价格的“以量取胜”规模
速度型向高品质、高附加值的“质量效益”品牌
型跨越。

（一）以“绿色化”为基础，打造一批全国知
名的绿色有机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以香
菇、粮油、畜禽、果蔬、茶药等优势特色产业为依
托，一是逐步提高我市农产品绿色食品认证率，
鼓励支持农业经营主体采取“认证+品牌”生产
经营策略，生产满足市场需求的高品质农产
品。二是高质量、高标准培育一批各具特色、效
益明显、带动力强的绿色食品庄园、有机食品农
庄，推动“一县一品、一业一链”发展。三是着力
打造融“绿色食品生产、加工、销售、餐饮、体验、
休闲”为一体的绿色食品综合示范园区，通过

“绿色食品+旅游”“绿色食品+康养”“绿色食
品+文化教育”等模式，叫响我市绿色、有机食
品品牌，提高消费者认可度和忠诚度。

（二）以“标准化”为方向，完善特色优势产
品、主导产品的标准体系。目前，我省按照“区
域公用品牌+企业产品品牌”的母子品牌模式，
重点培育 2 个省级核心大品牌、20 个区域公用
品牌和 200 个企业产品品牌，基本形成了标准
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品牌化营销的现代农业发
展格局。对此，我市应积极融入我省农产品品
牌培育“222”行动，鼓励大型农业龙头企业、行
业协会参与农产品生产标准制定，推动我市“一

朵菇”“一袋粮”“一头猪”“一只鸡”“一杯茶”“一壶油”
等“六个一”优势产业形成以安全、绿色、优质、营养为
梯次的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

（三）以“安全性”为根本，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
理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统筹推进食品安全工作，更
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对此，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四个最严”“产出来”“管出来”等重要指
示要求，始终把质量安全作为我市食用农产品的生命
线来抓，建立健全“以属地监管为原则、行政监管为主
导、行业自律为基础、社会监督为保障”的综合监管运
行机制。同时，加强质量追溯体系建设，尽快落实“生
产有记录、流向可追踪、信息可查询、质量可追溯”，实
现“从土地到餐桌”的全程质量监管。

二、以“创新”为脉，培育品牌持久“生命
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
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依靠科技创新推动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农
业农村现代化，创新是根本性决定性力量。

（一）全面升级品牌文化内涵，激活品牌文化生命
力。地理标志农产品是一个地区的名片。消费者在
购买精致的农产品时，除了关注农产品本身的质量
外，更多追求的是农产品所承载的情感因素和文化因
素。随州作为炎帝神农诞生地，作为农耕文化发祥地
之一，一要深度挖掘农产品的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
聚焦我市农耕文化、红色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
等，从满足消费者精神与心理需求为出发点，提升农
产品品牌文化内涵与理念。二是讲好商品背后的故
事，使农产品成为产品、农村与消费者之间直接的情
感纽带。紧紧围绕香菇、香稻、茶油等元素，念好“山
字经”、讲透“地方情”、打好“特色牌”，不断激发消费
者的购买欲望。

（二）推动全产业链深度开发，促进“品牌+”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全产业链深度开发，就是
要将产业链、价值链、利益链等通过多业态打造、
多主体参与、多机制联结、多要素发力，构建种养
加、产供销、农旅文等多元融合的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对此，我市应以“随州香菇”“随州香稻”“随州
茶油”等农产品公用品牌为核心要素，一是逐步形
成以香菇、香稻、茶油等为主的“观光+体验+加
工+品鉴+营销”的全产业链开发体系。二是围绕
地理标志农产品的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组织不同
的体验式营销活动。比如，在播种季节，可以开展
以“播种希望”为主题的种植亲子活动；在成长期，
组织“绿色、自然”观光之旅；在丰收季节，可以组
织采摘日活动。三是结合乡村旅游，积极举办各
种主题的农事节庆活动，实施体验式消费、定制式
消费，不断提升农产品的忠诚度。

（三）积极拓宽产销对接渠道，加快融入“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 4.0
是农业现代化的制高点，这种形态下，农业高产、
高效、优质、生态、安全、智能，代表了农业发展的
最终方向”。因此，一要充分利用物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化信息技术，精准生产、
科学管理。二要搭建便利的购物渠道。通过采取

“线上+线下”“零售+体验”的销售模式，构筑农产
品品牌立体化的销售网络。特别是线上营销渠
道，要充分利用当下比较有影响力的朋友圈、论
坛、直播、抖音、快手、微视频等方式，传递农产品
信息，快速打开国内外市场。三要积极参加进博
会、农博会、产销对接会、农产品推介会等展览展
会，拓展国内外团购销售渠道。

三、以“协同”为基，提升品牌“感召力”

农产品区域品牌发展模式主要有“龙头企
业+农户”“地理标志+龙头企业+农户”和“协会+
产业集群+农户”等三种模式。要更好发挥政府、
企业和协会三者之间的协同作用，才能保证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区域公有性和产权明晰，充分
发挥我市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凝聚带动效应。

（一）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推动作用。在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中，地方政府部门是引导者，
要敢于负责、勇于承担，积极做好战略引导者、产
业维护者、资源协调者和市场监管者的角色，履行
战略指引、公共服务供给、公共资源配置和市场秩
序监管等职责。同时，加大资金投入，各级财政设
立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展资金，资金主要用于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矩阵建设。完善政策体系，
推进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与农业、金融、商贸、科
技等产业政策的深度融合，形成整体推进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政策合力。

（二）充分发挥好企业的主体担当作用。农业
企业是发展农产品区域品牌的主体。基于国内农
产品区域品牌发展成功经验来看，龙头农企与区
域品牌互为背书，是带动农产品区域品牌发展最
好路径。因此，我们要积极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实
现农产品区域品牌与市场对接，发挥农产品区域
品牌规模优势，加强产业集群吸引力、渠道优化
优势与合作共赢优势。同时，通过“龙头企业+
区域品牌+农户”的产业模式，实现规模化生
产，提升农产品区域品牌附加值，树立农产品区
域品牌形象，促进农产品区域品牌和企业品牌共
同发展。

（三）有力发挥好协会的协调统筹作用。采取
扶持性政策，支持以区域品牌经营管理为主的农
业协会组织化建设，鼓励拥有区域品牌民事责任
的协会主导区域品牌经营管理、龙头企业及农业
企业积极跟随和广大农户积极参与的经营管理模
式，彻底从产权制度上解决因产权不清而导致产
生的“所有者虚位”和“公地悲剧”等公共产品难
题，做到“品牌产权很清晰、品牌申请有准则、授权
使用有标准、市场监督有秩序”。

（作者分别为中共随州市委党校副教授，教师）

理 论2021年 2月 20日
编审：桂运东 编辑：周强 王董斌 检校：陈华 许静 版式：梁峰 3

·专题调研·

投稿信箱：592539273@qq.com

栏
目
主
持
人
：
王
董
斌

·学习贯彻市委四届七次全会精神·

一、发挥区位优势，对接“武汉城市
圈”、融入“襄十随神”城市群

所谓肱骨者，乃是上肢最粗壮的骨骼，肱骨上
端与肩胛骨形成肩关节，下端与桡骨和尺骨形成
肘关节。随州正好处于“肩关节”——“武汉城市
圈”和“肘关节”——“襄十随神”城市群之间的位
置，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随州就像一条扁担，北
连襄阳，南接武汉，汉十高铁、高速公路横贯随州，
这条扁担正处于强有力的“肱骨之位”。武汉“1+
8”城市圈是湖北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也是中部
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武汉城市圈”的建设，涉及
工业、交通、教育、金融、旅游等诸多领域。这给随
州沿着汉丹铁路、汉十高铁和 316 国道建设连通

“肩关节”和“肘关节”的大交通，发展沿线高新工
业园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脉血液，也为拉动大
洪山风景名胜区、洛阳千年银杏谷、擂鼓墩编钟、
炎帝神农故里等文旅名城的建设提供了便利条
件。

发挥区位优势，打造汉襄肱骨，首先必须加速
省内融合。“武汉城市圈”包括 1 个副省级城市、5
个地级市、3 个省直管市；广水市作为观察员加入

“武汉城市圈”后将比照城市圈成员单位享受相关
政策待遇；随州要紧盯武汉、襄阳、十堰，深度融入
三地发展战略，建立和形成以武汉为中心，加快发
展专用车及汽车零部件和高新技术产业，融入“襄

十随神”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和优质农产品生产
加工基地，释放“肱骨之力”。

二、壮大优势产业，与“武汉城市圈”和
“襄十随神”城市群融合发展

在疫情全球大流行背景下，产业空心化的危
险性凸显。十九届五中全会鲜明提出加快发展现
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发展实体经
济，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
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
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

（一）升级特色产业，打造特色增长极。根据
未来十年发展规划，武汉将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催生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为引领，将武汉打
造成为全国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引领区和应用示范
新高地。随州应以此为契机，将人工智能与实体
经济融合发展作为现代产业体系优化升级的新突
破口，构建智能化和现代化产业，建设在全国有引
领力的专汽之都，以专汽产业耦合更多关联产业，
聚要素、抓重组、引龙头、求裂变。

（二）建设在全国有影响力的现代农港和智能
农业。促进人工智能与生产生活融合创新，紧紧
抓住市场、服务、创新三大要素，拓展优质农产品
外向型发展新路；围绕随州泡泡青、安居沙湾红萝
卜、随州黄皮胡萝卜、三里岗香菇、草店茶叶等特
色产业链和“菜篮子”产品生产供应链，推动智能

农（茶）场、智能种植、农产品加工智能车间、农产
品绿色智能供应链应用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
术将农产品生产、加工、仓储、质量追溯等全流程
数字化，利用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数字化技术
助力农业信息化，与“武汉城市圈”“襄十随神”城
市群融合发展。

（三）融入“襄十随神”城市群，推动文旅名城
发展。襄阳市和十堰市属于 100万以上人口的大
城市；襄阳、随州同属历史文化名城；神农架是中
国首个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自然
保护区、世界地质公园、世界遗产三大保护制
度共同录入的“三冠王”名录遗产地。融入

“襄十随神”城市群重在融入鄂西北生态文化旅
游圈，建设全国有吸引力的寻根谒祖圣地，围绕
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做大做强，把文化
资源转化为旅游经济，建设以大洪山自然观光风
景区、擂鼓墩编钟遗址群文化旅游为龙头，以生
态观光、休闲度假为主要发展方向，集观光、度
假、商务、会议等旅游形式于一体的、富有魅力的
文化生态型旅游目的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我国发展仍然处
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长期向好的总体态势没
有变，武汉城市圈和“襄十随神”城市群必将在

“十四五”时期大展宏图，面对良好的发展大环
境，随州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担当“肱骨之
位”。

三、主动对接汉襄，融入国内国际双循
环的新发展格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从国内的发展机遇看，我国已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
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
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
方面优势和条件。

从地缘经济上看，随州处于武汉这座特大城市
与襄阳这座大城市之间，正好上下对接、左右逢源，
要加强与武汉城市圈和“襄十随神”城市群的规
划衔接、政策对接、产业联接、资源链接，融入新发
展格局，共同发展。因此，对接武汉、襄阳，正
是顺应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
变的大趋势，根据我市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的
客观变化，针对我市外部环境和自身发展所具有
的要素禀赋，市场和资源的国际大循环动能不
足，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等新发展态势作出
的战略抉择。下一步，要借助交通上的互联互
通、产业上的分工协作、要素上的自由流动，努力
把我市打造成为产业转移的目的地、特色农产品的
供应地、旅游休闲的目的地及科技、人才、知识的溢
出地。

（作者为中共随州市委党校副教授）

打造“汉襄肱骨”融入新发展格局
续安东

去年底，市委四届七次全会
提出奋力打造“汉襄肱骨、神韵
随州”，绘制了我市在“十四五”
时期的发展蓝图和发展战略。
我们要加快对接“武汉城市圈”，
融入“襄十随神”城市群，立足产
业基础、区位优势、资源禀赋等，
强化“肱骨之责”、担当“肱骨之
位”、释放“肱骨之力”。

擦亮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助推“现代农港”建设

姚 瑶 陈雅君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是一
张有影响力的“城市名片”、一面
有号召力的“产业大旗”、一块有
价值感的“金字招牌”。擦亮“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既是助推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重要途径，也是构建“双循环”
背景下农产品贸易新发展格局的
核心要义，更是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
然要求。近几年，我市始终坚持

“创一个品牌，带一片产业，兴一
方经济，富一方百姓”原则，成功
注册了“随州香菇”“随州香稻”两
大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十四五”
时期，我们更需擦亮“随州香菇”

“随州香稻”“随州茶油”等农产品
公用品牌，助推建设“全国有影响
力的现代农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