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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现 品 牌 强
农，地理标志农产
品是重要突破口。
要提升品质，擦亮
品牌，做好营销，让
越来越多的地标农
产品长成富民产业

金秋时节，各种时令农

产 品 争 相 上 市 。 在 广 西 百

色市田林县定安镇那雄村，

毛忠华种植的 30 亩晚熟芒

果 卖 出 好 价 钱 ，收 入 8 万

元。毛忠华说：“这全靠‘百

色 芒 果 ’这 块 金 字 招 牌 ，芒

果地头收购价从一斤 3 毛钱

涨 到 2 元 多 。”今 年 田 林 县

芒果产量 6.95 万吨，产值达

3.82 亿元，百色芒果成了群

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百色芒果、西湖龙井、中

宁枸杞……一个个的地理标

志农产品，不仅给消费者带

来了美味，也在发展特色农

业和带动农民增收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数据显示，

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实

施以来，全国培育登记地理

标 志 农 产 品 品 种 已 达 3454
个，带动 152 个脱贫县农民

增收 290 多亿元。

品牌强农，是农业高质

量发展的迫切要求，是改善

农业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

量和效率的现实路径，也是

提 升 农 业 竞 争 力 的 必 然 选

择 。 中 央 农 村 工 作 会 议 提

出，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推动品种培优、

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

化生产。

实现品牌强农，地理标

志农产品是重要突破口。虽

然近年来地理标志农产品越来越多，但一些特色品牌并

未真正叫响，产业发展水平不高，助农增收作用发挥不

充分。提升地标产品品牌含金量，需要持续发力、久久

为功。

实现地标品牌强农，提升品质是基础。品质跟得

上，品牌才能响当当。以田林县芒果为例，近几年当地

早中晚熟品种走俏市场，主要得益于品质提升。田林

县大力实施“优果工程”，规范从种到收各个生产环节，

使芒果品质达到了“百色芒果”地理标志品牌标准，获

得了市场的认可。可见，叫响地标品牌，就必须坚持市

场导向、消费者至上，把安全、优质、绿色作为基本要

求，通过标准化生产提升质量，筑牢品牌发展基础。

实现地标品牌强农，擦亮品牌是关键。叫响农产

品品牌，离不开市场主体的参与。拿茶叶为例，我国有

一大批知名的地理标志农产品和区域公用品牌，而实

力强的龙头企业却不多，致使一些品牌市场竞争力

不强。扶持龙头企业，才能塑品牌、强产业，在发掘地

理标志农产品的过程中，要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

推动企业品牌和地标产品品牌相得益彰，让更多的“乡

字号”“土字号”成为市场认可的知名品牌。

实现地标品牌强农，做好营销是重要一环。对地

理标志农产品来说，其产生源于特定的环境、气候，承载

着乡村文化基因和乡愁。让优质地标产品火起来，就要

将其人文、地理等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以消费需

求为导向，创新品牌营销方式，提高产品市场辨识度，提

升附加值。在北京市平谷区，农业院校提供支持，不仅

让“平谷大桃”更大更甜，还衍生出了趣味生肖等文创桃

产品，品牌更亮了，卖得更俏了。

叫响一个地标品牌，就能带强一个产业、带富一方

农民。期待在品牌强农的政策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地

标农产品长成富民产业，让乡亲们过上更好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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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斑竹垱

镇车家垱村，一串串晶莹的葡萄映衬着杨志

修的笑容愈发灿烂，“今年葡萄收成好，日子

越过越甜了！”

杨志修家种了 7 亩田，过去单打独斗，农

闲打零工，一年忙到头，收入也就 1.5 万元左

右。几年前，他将土地入股合作社，还参加了

村里的劳务合作社，收入很快翻了番。“合作

社就是我的增收靠山。”杨志修说。

农村空心化，务农兼业化，难题怎么解？

荆州市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带动作用，探索村

集体领办土地股份合作社、劳务合作社和资

本合作社，鼓励广大农民入股入社，发挥资源

集聚优势，共同发展致富。

目 前 ，公 安 县 农 民 合 作 社 吸 引 80 余 万

亩 耕 地 入 股 ，近 10 万 农 户 入 社 。 在 收 益 分

配上，农民流转土地挣租金，入股分红得股

金，参与劳务挣现金；村集体获得合作社公

积金、村集体公益金。在合作社的带领下，

2020 年公安县村集体经济平均增收 10 万元

以 上 ，村 民 平 均 增 收 2 万 元 以 上 ；荆 州 市

99% 的 村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超 过 5 万 元 ，41% 的

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 20 万元。

合作社不仅强村富农，还成为吸引人才

的平台。

“我觉得，村里的合作社能干事，而且能

干成事。”2019 年，大学生刘洋辞掉城里的工

作，回到家乡沙市区朱场村。返乡没多久，

刘洋与村干部商量决定，依托合作社带领乡

亲们种橙子。

刘 洋 联 系 到 了 龙 头 企 业 ，并 和 企 业 签

订 了 收 购 协 议 。 合 作 社 带 头 试 种 ，很 多 村

民 纷 纷 加 入 ，现 在 全 村 橙 子 种 植 面 积 达 到

了 850 亩。

“ 合 作 社 让 年 轻 人 看 到 了 回 农 村 发 展

的 广 阔 前 景 ，也 为 他 们 提 供 了 很 好 的 干 事

创业平台。”荆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谢清介

绍 ，今 年 以 来 ，全 市 有 近 1500 名 年 轻 人 返

乡创业。

依靠合作社，荆州很多村集体财力日益

增强，拿出真金白银补短板、惠民生。江陵

县孟家垸村依托合作社大力发展水产养殖

业 ，村 集 体 收 入 从 2018 年 的 8 万 元 增 加 到

2020 年近 30 万元。2019 年起，村里出资重建

排 灌 站 13 个 ，挖 通、硬 化 灌 渠 8700 米 ，村 民

告别了灌溉难。“村里真为俺们办了件大好

事。大河有水小河满，村集体富了，俺们都

跟着沾光！”村民张耕犊高兴地说。

湖北省荆州市鼓励村集体领办合作社

农民抱团兴产业
本报记者 田豆豆

“您在泗阳农商行的预授信额度已经产生，恭

喜您获得最高 10 万元的信用贷款，可在手机银行

直接办理。”一条短信解决了贷款难，江苏省泗阳县

穿城镇金星村农民葛明东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

葛明东种了 80 亩地，秋收后盘算着扩大种植

面积，再买台收割机，可资金让他发了愁。“以前去

银行贷款，都要托亲拜友找人担保，听说农商行搞

信用贷款，我试着提交了申请，没想到很快就批下

来。”葛明东说。

收到短信第二天，葛明东便办下贷款，高兴地

把收割机开回了家。

在泗阳，像葛明东这样靠信用拿到贷款的农

民越来越多。县委书记马伟介绍，今年泗阳推行

“以信换贷”金融惠农模式，缓解农民“贷款难、贷

款贵”问题。人民银行泗阳县支行牵头，做好农民

信用等级、信用示范村的评定，累计采集 78 万农

民的信用信息建成数据库，对全县 80%以上的农

户进行预授信。

人 民 银 行 泗 阳 县 支 行 行 长 徐 海 介 绍 ，预 授

信 农 户 不 用 担 保 、不 要 抵 押 ，随 用 随 贷 ，贷 款 额

度 最 高 可 达 100 万 元 ，利 率 最 低 可 到 同 期 基 准

水平。“以信换贷”实施以来，全县农户信用贷款

比 年 初 增 加 35.23 亿 元 ，为 泗 阳 发 展 优 质 稻 麦 、

绿 色 蔬 菜 、水 产 畜 禽 、农 产 品 加 工 等 提 供 了“ 金

融活水”。

县里因势利导，把“以信换贷”与文明创建融合

起来，开展“星级文明户”“诚信光荣户”“遵纪守法

户”等评比活动，激励农民讲文明、立诚信、守法纪，

“当诚信人、做诚信事”在全县蔚然成风。裴圩镇农

民胡茂胜获得 10 万元贷款，发展稻虾套养。胡茂

胜深有感触地说：“现在银行贷款给我，我更要好好

干了，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嘛！”

江苏省泗阳县推广农村信用贷款

金融活水润乡村
本报记者 王伟健

近日，甘肃省酒泉市金塔

县金塔乡辣椒喜获丰收，晾晒

场上铺满红艳艳的辣椒。图为

农民趁晴好天气晒辣椒。

陈 礼摄（人民视觉）

红辣椒
喜丰收

硬件升级，软件跟上，

农村搭上互联网快车

“每天收 200多件快递，都是网上的订单！”

一大早，山东省梁山县馆驿镇徐楼村的超市里，

王金果带着店员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按手机尾

号分区摆好，乡亲们取件就不费事了。”

去年，村里要建快递服务站，王金果第一

个报了名。为啥“跨界”收快递？王金果做过

一番调查：现在乡亲们热衷于网上购物，大到

家用电器，小到油盐酱醋。然而，不少村民白

天外出干活，快递老是不能及时签送。“快递

服务站开进超市，我们专人看管，来往人气还

能带火超市生意，一举两得啊！”王金果说。

现在，王金果的超市不光收发快递，还能

网上代购电器、农资，代缴水电费。

在梁山县，这样的农村快递服务站还有

很多。目前县里信息入户工程基本完成，覆

盖各个行政村，实现了公益服务、便民服务、

电子商务和培训体验等服务不出村。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许多农村

搭上了互联网快车。”郑州大学农学院教授黄

进勇说。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6 月，我国农村

网民规模为 2.97 亿，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

达 59.2%，行政村通光纤和 4G 的比例均超过

了 99%，农村和城市实现同网同速。

“村里上网用上百兆宽带，快得很。”王金

果坦言，村里建了网络基站，光纤网络和移动

信号全覆盖。

网络硬件升级，新课题随之而来。“年轻

人外出打工，留守老人对新技术有点跟不上

趟。”热心的王金果张罗起了培训——教村里

的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

“孩子过年回来，给俺买了个智能手机，

可俺咋也不会用。”王成连老人的儿子在外打

工，他总想跟孩子打视频电话，“不敢用，就怕

弄坏了！”培训现场，王成连的一句话道出不

少老人的心声。

“手机不光给咱安上了‘千里眼’，还能买

菜购物呢！”王金果边讲边演示，当场给王成

连的儿子拨通了视频电话。

“ 补 短 板 、优 服 务 ，才 能 放 大 互 联 网 优

势。”黄进勇说，越来越多的农民享受到互联

网带来的便利和实惠，同时，信息化与乡村治

理日益深度融合，提升乡村治理精细化、智能

化水平，增添了乡村发展活力。

徐楼村变身为“掌上村庄”。“县里开通了

为民服务平台，网上反映问题，第一时间回复

办理，方便得很！”日前，代办员王成明接到一

条自来水管漏水的信息，“工作人员马上上

门，不到 1 小时就排除了故障！”梁山县为民服

务 平 台 开 通 以 来 ，累 计 受 理 解 决 群 众 问 题

12.7 万多件，办复率达 100%。

“顺应乡村振兴发展需要，县里正在推动

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

应用，打造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

多场景应用，持续为乡亲们造福。”梁山县农

业农村局局长申正国说。

一手拿锄头，一手点鼠

标，农产品插上电商翅膀

这几天，江西省安远县鹤子镇半迳村的

红蜜薯喜获丰收，乡亲们在地头翻土、脱泥、

装箱，一派忙碌景象。“刚挖出来的蜜薯，绿色

无污染……”魏韶珍站在田头，架起支架开始

了直播。

不一会，魏韶珍的手机屏幕上弹幕滚动，

“点赞”“下单”不停刷屏，“好货不愁卖，前不

久的一场直播就卖了 1000 多斤。”表达流利、

操作熟练，很难想象眼前这位致富带头人以

前是个贫困户。

半迳村的红蜜薯、脐橙品质不错，然而地处

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过去优质农产品走

不出去。“这几年，村里通上柏油路，快递物流进

村，还覆盖了 5G 网络，条件越来越好了。”看到

家乡的变化，魏韶珍决定返乡种水果。

“流量成为新农资，手机变成新农具！”为

了让水果卖得好，魏韶珍瞄上了直播带货，参

加了县里组织的电商培训，每天骑着摩托去

学习。“学会视频拍摄、带货技巧，我顺势注册

了网店，粉丝量翻番涨，好果子卖到了全国各

地。”魏韶珍说，现在他直播间里每天观看量

有上万人次。

魏 韶 珍“ 火 了 ”后 ，带 动 乡 亲 们 一 起 发

展 。 每 次 网 上 接 单 后 ，他 都 会 根 据 订 单 需

求，到乡亲们家里收购农特产品。“既解决了

货源，也带动周边村民增收。”魏韶珍说，目

前脐橙还在生长期，他就提前预定了 10 多户

村民的果园。

“互联网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必不可少

的基础设施。”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

所副研究员杨穗说，大量的特色农产品“插上

电商翅膀”俏销全国，接下来还要推动农业全

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

安远脐橙朝着数字化华丽转身。走进半

迳 村 的“ 数 字 果 园 ”，绿 油 油 的 脐 橙 挂 满 枝

头。魏韶珍会定期把脐橙的大小、颜色等信

息上传到大数据平台。“每个果子都有成长档

案。什么时间段，施多少水肥，全程有专家指

导。”魏韶珍说，“靠着数字化，实时质量可追

溯，果子一斤能多卖 3 块钱呢！”

走进安远县脐橙大数据中心，大屏幕上

的数据不断跳动。“这里是脐橙产业发展指挥

部。”县果业发展中心主任高卫东说，中心提

供订单化指导，推动标准化生产，可实时调配

1500 多个农户、近 200 家物流企业和 120 多个

农批市场的信息，有效实现产销对接。

为推动电商与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安远

县建起电商产业园和物流园，推出近 70 期电

商进农村培训，培育更多懂网络、会直播、能

线上销售的农民。“一手拿锄头，一手点鼠标，

安远县有近 2 万名农民从事电商产业，越来越

多的农产品变成‘网红’商品。”高卫东说。

数据多跑路，乡亲少
跑腿，优质公共服务加速
向乡村延伸覆盖

“有了大数据，太安心了。”前不久，河南

省卢氏县官坡镇兰东村谢润层老人一测血

压，高压 144，低压 96，“当时头有点晕，还没来

得及去医院，家庭医生曲会文就打来电话，不

到半小时就上门救治。”

谢润层患有高血压，每次在家量完血压，

数据都会自动上传到县里的“健康云平台”，

签约家庭医生会第一时间收到信息，根据病

情提出指导意见或上门诊疗。

谢润层老人的获得感，得益于县里 2019
年 4 月起建设的智慧医疗平台。兰东村地处

偏 僻 ，离 县 城 60 多 公 里 ，离 镇 上 8 公 里 多 。

“数据多跑路，乡亲们就能少跑腿！”卢氏县

卫健委主任段怀成说，利用互联网技术，搭

建智慧医疗平台，目前全县已有 99.32%居民

建立了电子健康档案，纳入了“健康云平台”

管理。

走进兰东村卫生室，村医曲会文正通过

电脑显示器和微型摄像头，与百里外的县人

民医院内科专家邓元龙视频连线，为村民贾

君生进行远程会诊。通过线上病例传送，邓

元龙现场开药方，为贾君生量身打造治疗方

案。“在村卫生室，就能请大医院的专家看病，

省钱又方便！”贾君生满意地说。

“医疗体检、诊疗数据全县共享，基本实

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段怀成介

绍，县里的智慧医疗系统已实现 320 家村卫生

所、20 家乡镇卫生院、4 家县级公立医院全覆

盖，还与三门峡市医院建立了医共体，给群众

提供远程会诊、远程问诊等线上医疗服务。

“一根网线连城乡，加速城乡公共服务均等

化进程。”黄进勇说，互联网畅通信息流动，优质

的医疗服务、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加快向农村

延伸覆盖。在全国，远程医疗服务覆盖脱贫县

和边远地区，通过网络课堂、在线教育，更多优

质教育资源向偏远乡村学校汇聚。

走 进 兰 东 村 小 学 ，悦 耳 的 旋 律 飘 进 耳

朵。教室里，校长贾润波正带着 17 名孩子上

视频课，县直东城小学的老师赵珊珊弹钢琴、

教节拍，与城里孩子同上一节音乐课。“好老

师就在身边，你瞧，孩子们唱得多带劲呀！”贾

润波说。

“借助互联网，城乡师生同上一堂课已成

为现实。”卢氏县委书记王清华说，自 2016 年

以来，县里累计投入上亿元用于教育信息化

建设，越来越多的“同步课堂”，补上音乐、美

术等学科教学资源不足、师资匮乏的短板，推

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下一步还要持续加大

投入，发挥好互联网优势，推动更多优质教育

资源向乡村学校倾斜。”王清华说。

城乡同网同速，全国超过99%的行政村通了光纤和4G

信息高速路连通乡亲幸福路
本报记者 常 钦

■乡亲们的身边事③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