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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品牌农产品故事很重要

建设现代农业，大力发展品牌农产品，关键在于县

域，我国疆域辽阔、县级建制众多、各地差异很大，各

地都有独具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因此，开发特色农产品，

开展品牌农业建设，在各地各级干部、城乡居民之间早

已形成共识，且已取得了不俗的成效。

在刚刚于山东省平度市结束的“推动农村产业融合   

夯实振兴产业基础—2019 全国乡村振兴高层论坛”上，

由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发布的《平度市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评估报告》显示：作为山东省首个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示范区，平度把发挥品牌的产业引领作用作为

产业融合的主要抓手，以品牌带动产业，以产业推动发展，

坚持产业发展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截至目

前，平度市先后培育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19 个，注册商

标 600 余件，其中中国驰名商标 5 个，山东省著名商标

21 个，青岛市著名商标 21 个；认证“三品一标”农产品

165 个，无公害认证农产品 118 个、绿色食品认证产品

28 个，无公害畜产品产地产品“双认证”品牌 134 个。

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绝非一日之功，表明平度市委、

市政府是以钉钉子精神来抓品牌农业建设的。最让人称

道的是平度市不但会干，而且会说。最著名的大泽山葡

萄和马家沟芹菜，分别以 12.78 亿元和 7.2 亿元荣登地理

标志产品区域品牌亿元榜单，是青岛市仅有的两个上榜

农产品。尤其是马家沟芹菜更是被宣传得出神入化，家

喻户晓，作为最好吃的凉拌菜食材，早就走进了全国百

姓的餐桌。

有人将著名的蔬菜之都山东省寿光市比喻为“一筐

菜”，把平度市的马家沟芹菜比喻为“一棵菜”，但今天

的“一棵菜”却敢于与“一筐菜”争高下，其中内含的

因素很值得人们深思。种芹菜是马家沟当地的传统习惯，

但把已经不错的芹菜叫响全国却是当地政府刻意为之，

悉心培育和大力扶持的结果。首先是品牌农业建设中选

择马家沟芹菜做突破口选准了。仅在马家沟的中国芹菜

博物馆里，就介绍了白庙芹菜、津南芹菜、上海黄心芹、

京芹 1 号、开封玻璃脆等 10 个品种，但唯有马家沟芹菜

冲出重围、名气最大。其次是马家沟芹菜的文化底蕴被

讲得精深透彻，从古至今的发展演变、文人墨客的赞美

褒扬、饮食文化的传承发展，以及食疗养生的特效功能，

都在博物馆里展现得淋漓尽致。再次是讲出了芹菜的国

际地位。马家沟乃至整个平度市都处在北纬 36˚～ 37˚的

位置，这个位置被称为“神奇的黄金纬度带”，历史上

曾诞生过古希腊文明和华夏文明，纬度带上的韩国首尔

被誉为“春之花”，希腊雅典是“夏之海”，法国波尔

多是“秋之果”，青岛的平度是“冬之菜”，这是多么

的巧合，又是多么美丽的故事。

其实，品牌农业故事大家都在讲，每个地区的特色

农产品背后都有不少动人的传说。但为何总是感觉效果

不彰，主要问题是故事讲的力度不够，形不成合力。你讲、

我讲、他也讲，但讲的面过于分散，缺乏一种总体策划。

同时，在讲好品牌故事过程中还存在着三个“不同步”：

一是做与说不同步，总认为农业上的事干得好就行，低

调点为好，殊不知“酒香也怕巷子深”。二是正与反不

同步，由于主动宣传不到位，自媒体时代经常是关于品

牌农产品的负面新闻爆出后，主管部门和主流媒体才急

忙去灭火和辟谣，搞得消费者思想认识很混乱。三是创

建农产品品牌和消费者接受农产品品牌不同步，消费者

认识品牌农产品、接受品牌农产品之间有一个时间差和

培育期，讲好品牌故事尤为重要。

2018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山东时指出：“解

决好‘三农’问题，根本在于深化改革，走中国特色现

代化农业之路……以满足吃得好、吃得安全为导向，大

力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眼下，讲好品牌农业故事正

当其时。

文 | 宋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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