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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农村版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 联办

豫农优品天下行豫农优品天下行豫农优品天下行豫农优品天下行 （（（（2023202320232023····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本报记者 李晓辉/文 吴向辉/图

暴雪、寒潮，部分高铁停运！挡不住

“豫农优品”叫响全国的步伐。12月16日

一早，豫农优品天下行启动仪式暨上海展

销活动在地处宝山的上海蔬菜集团下属

上海江杨农产品批发市场举行。尽管当

日上海气温骤降，但展销活动现场仍然热

气腾腾，140家重点龙头企业的2100余种

具有河南代表性的“美味”组成的“美食

街”再次征服上海滩，让上海市民停不下

嘴、迈不开腿。

河南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

组书记、厅长孙巍峰作豫农优品天下行活

动推介时介绍，大粮仓、大厨房、大餐桌、

大市场，这是河南农业的优势特色和发展

路径，“豫农优品”是河南举全省之力推出

的河南农业区域公用品牌，是最能代表河

南优质绿色农产品的金字招牌。

中原美味，豫满天下。“豫农优品”是

河南省推出的河南农业整体品牌形象。

今年河南省委一号文件中，也明确指出了

“加强品牌创建”，以“大而优”的大宗农产

品品牌、“小而美”的特色农产品品牌以及

“豫农优品”整体品牌打造，提高农业经营

综合效益。

“今天，我们将豫农优品天下行活动

首站放在上海，就是向上海推荐‘豫农优

品’这张名片，推动河南‘大粮仓’‘大厨

房’‘大餐桌’全面对接‘大市场’，让咱们

这些优质特色的农产品卖出去，让更多人

享受到河南美味。”16日下午，在展销会现

场，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王俊忠仔细

询问每家展销企业，并嘱咐大家一定要维

护好“豫农优品”这个品牌，把产品做好，

一起抱团闯市场。

启动仪式上，豫农优品天下行（上海）

展销中心、豫农优品天下行（上海）展示直

销中心以及豫农优品天下行（上海）出口

贸易基地揭牌成立。新的载体、新的平

台，将推动“豫农优品”更好地走入全国市

场、走进千家万户、端上“世人餐桌”，为河

南省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再添新引擎。

孙巍峰指出，豫农优品天下行活动坚

持政府推动、市场主导、企业主体、协调推

进，在重点任务上，将聚力打造“三个体

系”：一是豫农优品品牌体系；二是豫农优

品标准体系；三是豫农优品运营体系。

河南将通过全面梳理全省知名农业

品牌目录，在获得绿色食品、有机农产

品、农产品地理标志、名特优新农产品中

优中选优，建立“豫农优品”品牌库，构建

“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体

系，同步完善进入和退出机制，确保把

“豫农优品”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加闪

亮。同时，制定“豫农优品”商标及标识

管理办法，出台“豫农优品”准入“十大金

标准”，分品类分步骤研究制定农业品牌

行业标准，推动“豫农优品”的品类越来

越丰富、管理越来越规范。全省将坚持

运营前置理念，绘制“豫农优品”产业图

谱，推行“合格证+追溯码+品牌”智慧监

管，抓紧规范“豫农优品”的品牌管理、保

护和运营。

“此次上海展销活动是我们推行豫农

优品天下行活动的第一站，也是河南名特

优新农产品的一次集群亮相，我们会不断

提升‘豫农优品’市场号召力、竞争力和影

响力，让‘豫农优品’叫响全国、走向世

界。”孙巍峰说。

如何进一步擦亮“豫农优品”金字招

牌，推动豫农优品天下行活动做深做实？

孙巍峰指出，豫农优品天下行活动将重点

实施五大行动。

一是文化赋能行动。厚植中原大地

丰富的历史文化土壤，加快构建“豫农优

品+农业文明+文创产品”三位一体的文

化叙事体系，不断打造新农品，塑造“新农

潮”，推动更多“豫农优品”实现从卖产品

向卖文化、卖情怀的转变。

二是渠道建设行动。坚持线上线下

联动，在做好传统销售渠道的同时，下大

力气耕耘好网络空间“新农田”、玩转电脑

手机“新农具”、用好数据流量“新农资”、

干好直播带货“新农活”，不断把“豫农优

品”的流量价值转化为品牌价值。

三是创意策划行动。支持各市县打

造独具特色的区域公用品牌，举办品牌关

联创意营销活动和“一县一IP”推介论坛，

组织开展农业品牌创意设计大赛，推进形

象设计、产品设计、包装设计向特色化、功

能化、年轻化、低碳化方向发展，让更多土

特产走向动感时尚新潮。

四是品牌宣展行动。建立“豫农优品

推荐官”制度，邀请国内外主流媒体和移

动互联网传播平台开展“豫农优品”全媒

体公益宣传展示，举办“爱故乡—我为豫

农优品代言”等活动，努力让更多“豫农优

品”精彩“出圈”。

五是跨河越海行动。坚持国内国外

联动，广泛开展现场集中推介和常态化展

示展销相结合的“豫农优品”推介活动，让

更多“豫农优品”通过海、陆、空、网“四条

丝绸之路”走向广阔的世界大市场。

近年来，河南省委、省政府坚定不移

抓好乡村产业振兴，不断强龙头、补链

条、兴业态、树品牌，高度重视河南农业

整体品牌形象打造，着力做强“好质量”、

提供“好服务”、讲述“好故事”、塑造“好

品牌”，“豫农优品”品牌价值得到持续提

升。

记者了解到，紧随此次豫农优品天下

行活动在上海启航，河南接续将以京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为重点，常态化

开展“豫农优品”推介活动，“一地一策”制

定市场开拓计划，“以商招商”带动产品销

售、品牌增值，有效扩大国内市场品牌影

响力。同时，还将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以

“一带一路”国家为重点，组织企业与国际

品牌合作，以“抱团闯市场”“组团出海”等

方式，参加海外品牌展示和国际商务交流

等活动，主动融入国际市场，提升“豫农优

品”品牌国际竞争力。

本报讯 （记者吴向辉）河南名特优新

农产品再次集群亮相上海。为深入推进品

牌强农和豫沪农业领域合作，扩大“豫农优

品”知名度和影响力，助力河南从“中原粮

仓”向“国人厨房”“世人餐桌”蝶变，12月16

日，豫农优品天下行启动仪式暨上海展销活

动在上海市江杨市场拉开帷幕。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河南省农业农村

厅、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河南省人民政

府驻上海办事处、河南省商务厅、河南省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河南省乡村振兴局主办。

豫沪两地农业产业发展关联度高、互补

性强，近年来，两地持续深化豫沪农业领域

合作，此次在上海启动豫农优品天下行活

动，就是向上海市民推荐“豫农优品”这张名

片，推动河南“大粮仓”“大厨房”“大餐桌”全

面对接“大市场”。

在启动仪式上，河南省委农办主任、省

农业农村厅厅长孙巍峰在主题推介时表示，

豫农优品天下行活动坚持政府推动、市场主

导、企业主体、协调推进，将聚力打造“豫农

优品”的品牌体系、标准体系、运营体系，重

点实施文化赋能、渠道建设、创意策划、品牌

宣展、跨河越海等五大行动，让更多的“豫农

优品”进入全国市场、走进千家万户、端上

“世人餐桌”。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主任冯志勇表

示，河南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深受全国人民

喜爱，上海将一如既往地推进两地农业合作，

促进优势互补，深化精准对接，使河南的优质

农产品不仅能走进上海市场，也能通过上海

的口岸和服务贸易，通达全球、走向世界。

在启动仪式现场，豫农优品天下行（上

海）展销中心、豫农优品天下行（上海）展示

直销中心、豫农优品天下行（上海）出口贸易

基地正式揭牌，这标志着我省特色优质农产

品在上海展示展销将进入常态化。

此外，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及原阳县、遂

平县、浚县政府与上海企业在现场签订了合

作协议，多家农业企业与上海企业签订了产

销合作和项目合作协议。

此次活动中，还进行了“河南酸辣粉”和

“豫制菜”两大区域公用品牌发布，河南省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和信阳市、长葛市、原阳县、

通许县政府及河南省富硒农产品协会对河

南特色农产品进行了专题推介，河南名特优

新农产品企业代表进行了产品推介和产销

对接活动。

据悉，本次活动河南省组织参展企业

140家，参展农产品达2100余种，来自上海

市、长三角地区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超

市、电商等采购商、供应商以及上海金融投

资机构、行业协会、学会等200余家单位参

加活动。

本报讯 （记者刘婷婷）端

牢金饭碗，豫见好粮油。12月

16日—17日，豫农优品天下行

启动仪式暨上海展销活动期

间，河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举办“河南好粮油”全国行上海

推介会。

河南作为粮食生产、加工

大省，近年来高度重视粮食产

业发展，扎实推进粮油品牌建

设，大力实施品种品质品牌提

升行动，积极引导企业走品牌

化发展道路。2022年，全省粮

食产业经济总产值达到 3009

亿元，同比增长 13.3%，稳居全

国第一方阵，培育了一批知名

粮油品牌，小麦粉、挂面等产品

产量位居全国第一。全国 2/5

的方便面、3/5 的汤圆和 7/10

的水饺，均来自河南。

上海作为全国最大、人口

最多的城市，是中国经济的重

要中心之一，也是超大型粮食

消费城市，全年粮食总需求量

600万吨左右，85%的粮源需要

从市外采购。近年来，上海市

民已经从吃得饱、吃得好向吃

得健康转变，市民对功能性、个

性化的优质粮油产品需求日趋

旺盛。随着“河南好粮油”金字

招牌愈擦愈亮，越来越多的河

南优质粮油产品也走上了上海

市民的餐桌。

据了解，举办此次活动旨

在进一步扩大河南优质粮油产

品在上海市场的占有率，提高

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省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同志

在现场作“河南好粮油”品牌

推介时表示，河南地势平坦、

土地肥沃、四季分明、雨量充

沛、气候适宜，一直是我国粮

食主产区。河南自 2020 年开

始实施“好粮油”产品遴选工

作，三全汤圆、思念水饺、想念

挂面、白象方便面、多福多馒

头、淇花花生油等，这些“河南

好粮油”产品早被大家熟知，

并成为食品行业“优质国货”

的代名词。本次推介活动之

后，将启动河南粮油品牌集中

宣传，开展“河南好粮油”全国

行推介活动，组织企业参加中

国粮食交易大会、投放央视主

题广告等，做优打响一批粮食

品牌。

活动现场共有近60家粮油

加工企业参展参会，同时邀请

到上海市上百家采购商、投资

商到现场洽谈对接。

□本报记者 吴向辉

12月 16日，在豫农优品天下行启动

仪式暨上海展销活动开幕式上，农业农村

部乡村产业发展司二级巡视员陈建光通

过视频连线的方式进行了主题演讲。

陈建光在演讲中表示，近年来，河南

农业从发展大粮仓、大厨房、大餐桌走向

大市场，从抓产品到抓产业、从抓生产到

抓链条、从抓环节到抓体系，延长粮食产

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开展“三

链同构、农食融合”，建设万亿级现代食品

集群，在粮食主产区形成了一套可学习、

可借鉴、可推广的农产品加工高质量发展

模式。

如何进一步发展乡村产业？他建议，

在产业振兴中要做好“7+365”。

“7”，就是七个字：强、高、大、全、融、

特、多。

强，就是农业强国，最重要的就是加

工要强。农业不加工，等于一场空，如果

不加工、就是在打工。高，就是高质量发

展。大，就是树立大农业、大食物理念，把

农业做成大产业。全，就是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产业相当五大振兴手掌的大拇指，

没有大拇指其他四指连杯水也拿不起

来。融，就是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效

益。特，就是立足特色资源转化创造产

业、立足乡土风情持续再造特色、立足乡

土产品延伸锻造链条。多，就是农业有多

种功能、乡村有多元价值。

陈建光说，要按照全产业链的理念，

增强农业产业的韧性、灵活性、柔性和稳

定性，从而使产业链条再变强、融合层次

再加深、经营主体再变强、联农带农再加

紧、路径模式再变新、资源要素再变活。

通过产业的兴旺，就可以实现产业兴旺有

市值、生态宜居有颜值、乡风文明有气质、

治理有效有机制、生活富裕有品质。

“3”就是三树。第一要树人，树出那

种链主、盟主和龙头企业。第二要树地，

要推进以原料基地为主阵地、产业园区

为主战场、一二三产业融合为主路径、科

技为主动力、品牌为主方向，形成六神有

主的推进力。第三要树产，一定要从“原

字号”“出字号”“初字号”变成“食字号”

“药字号”“健字号”“庄字号”“预字号”，

还有就是“新字号”“特字号”，打造全产业

链。

“6”就是 6 个农业。第一是链条农

业，一产往后延、二产两头连、三产走高

端。接二连着三、隔二连着三。第二是融

合农业，就是要让农业+工业、+商业、+旅

游、+教育、+康养、+文化，让农业像一个地

瓜藤似的往前爬，去分享工业、商业、旅游

甚至金融等各个方面的利润，融入现代要

素、时尚元素和美学艺术。第三要打造绿

色农业，绿色的田园、绿色的牧场、渔场，变

成全程（城）绿色跟踪者、领跑者。第四是

品牌农业，把质量的信誉凝结在品牌中、让

品牌走进消费者脑子里的记忆点，让他一

分钟看上、一分钟爱上、一辈子赖上。第五

要打造抱团农业，就是链主带着链农、带着

链创、带着链队、带着链支部一块儿去闯市

场。第六要打造网络农业，“人在干，云在

转，数在算，天在看”，把数、库、模、网端云、

人和产做齐了，就可以建成网络农业。

“5”是5个抓。第一要抓链主。第二

要抓平台，聚集平台。第三要抓载体，特

色产业示范村镇、农业产业强镇、农业产

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第四要抓机

制，联农带农机制，这叫产业化联合体、联

科带科机制，这叫产创联合体，联消带消

机制，把消费者也给纳进来，把各个领域

的资源激活。第五要抓对接，要对接中央

财政项目，注意对接金融保险，同时还要

对接头部企业。

陈建光表示，发展乡村产业，推进乡

村振兴要进一步强化产业政策支持。盘

活“人、地、钱、货、科、数”资源，推动资源

要素向县域下沉，向农产品加工园区集

聚，推进标准化原料基地建设，普及绿色

生产方式，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助力绿色

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产业

技术水平。加强行业标准制定、示范引

导、技术培训，引导大学、科研院所与企业

合作，建立健全科研机构与加工企业合作

机制，推进联合攻关和成果转化应用，不

断提升农产品加工工艺和技术装备水平，

不断强化农产品加工副产品和废弃物循

环、梯次、全值利用，不断提高资源综合利

用率，在农产品加工减损增效方面迈出实

质性步伐。进一步培育农业全产业链。

结合河南特色，按照“粮头食尾”“农头工

尾”的方向，引导产业链协同集聚发展，培

育一批国际知名的绿色食品龙头企业，建

设一批产值超10亿元的产业强镇和产值

超百亿元的产业集群，打造一批科技驱

动、基地推动、企业带动、品牌拉动的千亿

级农食融合全产业链。

豫农优品 豫来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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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结“粮”缘
“河南好粮油”全国行上海推介会成功举行

闻闻河南的小磨香油香不香。本报记者 宋广军 摄

农业农村部二级巡视员陈建光

产业要振兴 做好“7+365”

参展的河南酸辣粉

豫农优品天下行（上海）展销中心、豫农优品天下行（上海）
展示直销中心、豫农优品天下行（上海）出口贸易基地揭牌

河南美食受热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