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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党营□市委员会

近年来,我市坚持把做好农产 

品品牌建设工作作为实现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大力实 

施品牌兴农战略，使我市农产品品 

牌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不断提 

升。全市共有农产品品牌179个, 

其中国家级农产品品牌23个，省 

级农产品品牌50个，市级农产品 

品牌106个。基本形成了以“三水 

一牧一菜”为主体的东部山区畜牧 

养殖、特产和生态农业区，中部水 

果、蔬菜和设施农业区，西部高效 

水稻种植区及沿海水产养殖区4 

大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培育了一 

批具有一定生产规模和市场知名 

度的农产品品牌产品，着重加强了 

“营口大酱”、“营口海蜇”、“盖州葡 

萄”和“盖州苹果”的品牌建设，成 

效显著。但是，我市在农产品品牌 

建设发展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与难 

点，具体表现在：

一是品牌创建意识不强，品牌 

挖掘程度有限。受传统农业生产经

营观念的影响，当前许多农业生产 

者满足于传统的营销模式和已有 

的销售渠道，对打造品牌信心不 

足，创建品牌的积极性不高，品牌 

建设力度不大，产品打入大市场的 

不多。不少农民、企业生产者存在 

依赖政府的心理，创建品牌的主动 

性、自觉性不高，缺乏品牌意识。部 

分农产品生产企业、合作社组织 

(农户）对品牌建设工作认识不到 

位，有小富即安的思想，存在申报 

积极性不髙，满足于生产的产品不 

愁销售，有申不申报品牌都一样的 

观念。

二是品牌建设技术含量缺乏， 

农产品标准化程度低。我市许多农 

产品在产后保鲜、贮运、加工等环 

节科技投入不足，对产品的精加工 

和深度开发不足，造成产品附加值 

低，产品竞争优势不明显，品牌效 

益难以提高。部份企业、合作社组 

织(农户）存在只追求眼前收益，不 

注重质量，不执行品牌生产技术标

准，不按行业规范流程组织生产， 

造成产出的农产品上不了台面，进 

不了高端区，只能从大众销售渠道 

销售，制约了农产品品牌的建设。

三是品牌宣传力度和组织化 

程度不够。“营口”这张自有名片在 

很多地方，由于缺乏规范有效的农 

产品品牌组织、运行、营销、宣传体 

系，我市农广品品牌包括地理标志 

产品并没有展示出应有的活力，市 

场中鲜少看到叫得响的营口农产 

品，市场影响力较弱。另外我市对 

区域农产品品牌的宣传还仅仅集 

中在有限的几个品牌，对更多的特 

色农产品宣传营销和推广力度做 

的还不够。

四是农产品品牌“杂而不亮” 

的问题突出。我市农产品品牌化仍 

处在起步阶段，农产品企业生产经 

营的规模小而分散,暂时还没有形 

成有凝聚力的品牌，从品牌规模化 

发展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在地理位 

置上还是在产业链中都处于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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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农产品缺乏一定的市场竞 

争力。以营口大酱为例，我市的大 

酱生产企业现注册20余家，其中 

规模以上8 家，年产大酱12万吨， 

拥有各级自主品牌9 个，虽然在国 

内享有一定的声誉，但尚未形成拳 

头产品，规模不够，市场优势不足， 

没有产生品牌效应。

五是我市农产品品牌“缺文化 

少特色”，缺少包装。营口是一座有 

着悠久历史文化的百年港城，品牌 

价值具有极大的开发潜力。但是农 

产品企业对本土农产品品牌背后 

所承载的历史故事、文化发展、传 

统地域特色挖掘得还不够深入，没 

能使消费者产生较好的品牌认知， 

也没有使消费者达成共识和形成 

品牌忠诚度。农产品企业也缺少从 

文化特色入手打造品牌的意识，没 

能够充分体现产品品牌的内涵，一 

些老字号的农产品品牌特色宣传 

不够广泛，对于品牌地域特色不鲜 

明的农产品难以形成独特的产业 

优势和市场优势。

农产品品牌建设是一项系统 

工程，涉及到种植(养殖)、生产、研 

发、宣传、营销等多个环节，加强农 

产品品牌建设，必须合理品牌定 

位、整合品牌资源、树立品牌形象、 

调整品牌结构、弘扬品牌文化。为 

把我市农产品品牌建设工作打造 

成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引擎，加快全 

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如下建 

议：

―、树立农产品品牌观念，增 

强经营者的品牌意识

树立农产品品牌观念是有效 

建设农产品品牌的則提条件。品牌 

意识的确立需要政府、农业企业、 

农户共同努力，政府要加强对广大 

农产品生产经营者的引导，引导他 

们树立品牌意识，健全建立农产品 

品牌经营者培训制度，加大对农产

品品牌的扶持支持力度，为企业提 

供品牌保护、农产品基地建设等方 

面的服务，农产品生产经营者也应 

树立正确的品牌意识，充分认识到 

品牌是经济实力的体现，认识到农 

产品品牌能适应农业市场化和提 

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要有创建、 

培育、保护品牌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

二、 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 

保持农产品品牌活力

农产品质量和消费者信任度、 

忠实度是树立良好农产品品牌形 

象的基础，因此依托科技进步，提 

升农产品的科技含量，推动农产品 

的标准化，保证农产品质量，是树 

立和保持我市良好农产品品牌形 

象的推动力。必须通过加强农产品 

的科技推广，提升品牌农产品的技 

术含量，来保证品牌农产品的品质 

与质量，使消费者放心消费。因此 

农产品品牌建设与维护需要高新 

技术做后盾，不断创新，来保证农 

产品质量和保持品牌活力。

三、 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体， 

不断提升我市现有农产品品牌的 

外界知名度

一是配合宣传部门、新闻传媒 

中心,利用现代媒体加大对农产品 

品牌的本地宣传和对外推介力度， 

积极配合宣传部门做好“营口名 

片”工程农业部分的宣传工作。重 

点做好“营口大酱”、“营口海蜇”、 

“盖州葡萄”和“盖州苹果”区域品 

牌的宣传推广工作；二是通过“互 

联网+ ”、移动平台以及金农热线 

等传媒提升农产品品牌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三是积极组织品牌生产 

经营主体参加各级农产品交易会 

等有较强影响力的展销会及经贸 

洽谈会，鼓励品牌行业协会和主体 

企业积极研究举办特色产品展销 

会等活动，展示农产品品牌的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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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和企业形象;四是及时与行业 

龙头企业、规模以上企业做好沟 

通，借势借力，通过重点企业的宣 

传推广，增强我市农产品品牌的影 

响力。

四、 管好用好农产品品牌，提 

局我市农产品品牌竞争力

按现行政策要求，理顺农产品 

品牌的所属权，有相应社团组织和 

合作社组织的，将地标品牌管理权 

转给社团组织或合作社组织;没有 

相应的社团组织或合作社组织的， 

引导尽快成立社团组织或合作社 

组织。以“营口大酱”、“营口海蜇”、 

“营口丝絹”、“盖州葡萄”和“盖州 

苹果”为主成立行业协会或产业联 

盟，牵头管理和使用现有区域品 

牌，鼓励和支持本地企业最大限度 

使用营口地标品牌，确保地标使用 

企业数量增长、质量提升、产值增 

加、效益增倍，最大限度的发挥农 

产品品牌的使用效率，形成“拳头 

效应”。

五、 融入文化加工，使我市农 

产品品牌既有“特色”还有“故事”

协调农业、文化、市场相关部 

门及科研单位，对我市主要农产品 

尤其是地理标志产品的特色和历 

史进行深入研究和发掘，携手农业 

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在产品生产规划初 

期，结合品牌营销的市场数据分 

析，从产品个性化、历史沿革和地 

域文化渗透等方面入手，借助集体 

商标的注册，借助法律法规保护区 

域公共品牌的含金量，共同打造和 

提升区域公共品牌的社会影响力。 

共同为“营口大酱”等一批老品牌 

“绘特色、讲故事”，使我们的特色 

品牌坐上文化的“顺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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