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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24 年全国夏粮生产数据显示，全国夏粮总产量 14978 万吨，比

2023 年增加 362.7 万吨、增长 2.5%。其中，小麦产量 13822 万吨，比 2023 年增加 365.8 万

吨、增长 2.7%。2023 年，受河南等地严重“烂场雨”天气影响，夏粮单产下降明显，今年

强力反弹，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提供了有力支撑。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的 1/5 多，夏粮丰

收为全年粮食生产开了个好头。

那么，“粮袋子”装满的同时如何鼓起农民的“钱袋子”呢？那就要拉长现代农业产业链

条，在发展高质高效农业的同时扩大农业经营效益。要扩大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就要让粮

食等各类农产品既产得好更要卖得出、卖得好，所以要强化“农头工尾”“粮头食尾”“畜头肉

尾”，让产业振兴，农民才能真正分享到产业链上的增值收益。同时，乡村“土特产”要在

“品”上下足功夫，把好资源转化为好品质、好品牌，才能为农民增收拓新路、谋新机，把

丰收的蛋糕真正做大。

我国地广物博，从来就不缺土特产。目前我国有 8000 多个地理标志和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平均每个县级行政区有 3 个，总数量居世界第一。去年的一波“尔滨热度”引发

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全国农业大摸底，各地纷纷拿出“压箱底”的特产，好多特产竟如此“冷

门”，就连本地人都被惊到了。大家对于全国特产大摸底的关注，表明了消费者对地域特

色产品的追求，这种关注或许会让土特产品牌化有了新契机。农业品牌要善于抓住消费端

的新变化和新需求，更多地挖掘出品牌适销对路的新亮点，才能走出从“卖资源”到“卖品

牌”的新路子。

市场是检验农产品品牌效益的试金石。相关调查显示，300 款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产

品的溢价能力明显提升，其中茶叶类品牌溢价均高于 50%。品牌忠诚度逐步提升，消费者

电商复购订单逐年增长，区域公用品牌复购率平均超过 25%。我国农业的数量优势正逐步

转向品牌优势。

我们要把农业品牌作为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关键一环，推动农业向价值链中

高端跃升，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开发乡村多元价值，让更多农业品牌强起来、亮起来，只

有这样，丰收的蛋糕才能真正做大，农业才能真正提质增效，农民才能更多地分享到增收

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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