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深入贯彻落实河南省关于建设“豫农优品”这一区域农业公用品牌的

重要要求，河南日报农村版、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三农实业有限公司发挥主流

媒体优势，打造“豫农优品走基层”微信公众号，作为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加快推进品牌强农，不断提升豫农优品市场号召力、竞争力和影响力，助力河

南省优质特色农产品走出河南、走向海外的网上平台。

“豫农优品走基层”微信公众号

11月7日，在孟州市会昌街道寺村，农民郭圈在
采摘甜柿子，他种植的3亩生吃甜柿喜获丰收。近
年来，该街道充分利用黄河滩区地理优势，引导农民
种植葡萄、柿子、西瓜等优质瓜果，不断调整种植结
构，拓展增收途径，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赵梦梦 摄

11月7日，在温县黄庄镇东林肇村，温县牛牛种
植专业合作社的主播在线上推销刚采挖的铁棍山
药。该合作社今年种植铁棍山药150亩，还推出了
铁棍山药粉、铁棍山药挂面、铁棍山药麻花等产品，
进一步拓展了铁棍山药的附加值，80%的产品实现
了线上销售，为产业振兴增添了活力。

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焦作市首批“豫农优品”商标及标识使用人

名录为27个使用人名称，53个产品，4个国家
级企业类型、9个省级企业类型，3个4A等级企
业、8个3A等级企业、16个2A等级企业。

走，小豫带你一起看看去！

在焦作遇见在焦作遇见““豫农优品豫农优品””

看过美景、体验完采摘乐趣

后，当然少不了去网络直接间溜一

圈呀，快跟上小豫一起看看主播们

都推荐了哪些好玩的、好吃的吧！

五千年文化中原，八百里锦绣河

南。初来乍到，我们一定要去孟州看看。

看看山、看看水，行迹自然景观，遍览人文

特色。观访之余，我们还要去摘一些甜

柿子带回家和亲朋好友一起品尝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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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访谈：扬优成势 做强“豫农优品”
分析报告：前三季度我省农产品网络零售发

展报告公布
品牌故事：“农谷U选”加持 老陈醋新酿文

化味儿

□本报记者 焦莫寒

为加快推进品牌强农，加强“豫农优品”省

域农业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助力我省优质特色

农产品走出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豫农优

品天下行活动实施方案（2024—2026 年）》。

我省农业品牌建设现状如何？“豫农优品”品牌

建设将如何发展？

“打造‘豫农优品’整体农业品牌，是顺应新

时期发展形势：推进我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需

要，也是畅循环、促消费、稳增长的重要举措，是

当前和今后我省农业品牌建设的重要工作。”省

农业农村厅豫农优品天下行活动专班推进办主

任杨涛说，他是看着“豫农优品”一步步“诞生”的。

杨涛说，2020年我省明确了河南农业整体

品牌名称、宣传语、Logo标识等内容。从2022

年 3月开始，经过近一年时间，申请注册了 37

大类农业品牌，含米面及制品、奶及奶制品、动

物养殖、水产养殖服务等507个“豫农优品”注

册商标专用权和 Logo标识版权登记。2023

年 12月我省举办了豫农优品天下行启动仪式

暨上海展销活动，2024年 1月我省举办了豫农

优品天下行·2024年货节。2024年 3月，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豫农优品天下行活动实施方案

（2024—2026年）》，明确指出将打造豫农优品

区域公用品牌作为畅循环、促消费、稳增长的

重要举措，加快推进品牌强农，助力我省优质

绿色农产品走出河南，河南农投集团负责豫农

优品品牌市场化运营。

“‘豫农优品’是河南举全省之力整体打造

的农业区域公用品牌，要确保‘豫农优品’能行

稳致远，必须有完善的制度标准体系做保障，

尤其在准入认定和标识使用管理上。”杨涛说，

“豫农优品”商标及标识，是经国家知识产权局

注册、国家版权局登记，由河南省农产品质量

安全和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注册并持有的商标

及标识。经过企业自愿申报、县级审查确认、

市级初审推荐、省级组织专家评审并审查核

准，确定了首批“豫农优品”商标及标识使用人

名录，并于2024年 11月 1日正式以《河南省农

业农村厅公告第281号》对外公布。

“豫农优品”所走的每一步都是稳扎稳打，

杨涛表示，为把其打造成代表河南绿色优质农

产品的金字招牌，我省把力气放在打造“三个

体系”上。

杨涛介绍，一是“豫农优品”品牌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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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制定进入和退出机制。二是“豫农优

品”标准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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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豫农优品”运营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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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升豫农优品市场

号召力、竞争力和影响力。

在这样的“组合拳”下，“豫农优品”这块金

字招牌越擦越亮。为贯彻国家品牌强国战略，

推进农业强省建设，加强品牌惠农、富农、强

农，杨涛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夯实品牌发展基

础，主要方向可概括为六个字：两手抓、紧两

线。”具体来说，“两手抓”就是一手抓生产，一

手抓保障。立足粮食、畜牧、油料、果蔬等我省

优势产业，通过加强44个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40个优质专用小麦县、40个优质蔬菜县、37个

食用菌县等十大优势特色农产品基地和64个

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生产

更多优质农产品，打造品牌培育的“摇篮”，为

品牌建设提供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

“我们希望通过完善系列基础措施，综合提

高我省农产品市场竞争能力。充分利用好现有

的3800多个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提升初

级农产品冷藏保鲜能力；在优势农产品主产区，

以销售企业、配送企业为龙头，精准建设配送、运

输、产品销售全程冷链物流体系，大力推进现代

物流中心、大型批发交易市场和田头市场建设，

布局一批区域型冷链物流骨干节点。”杨涛说。

“紧两线”，就是拉紧安全生产标准的底线

和质量监管制度的高压线，构筑质量安全“防

火墙”，为品牌打造“保驾护航”。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四个最严”要求：最严谨的标准、最严

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全

面落实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和追溯管理

制度，加强生产全过程的质量安全监管标准建

设，加强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和监督抽查，严厉

打击农产品质量安全各类违法行为，确保人民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未来，我们将更加积极推广‘豫农优品’，

讲好河南农业品牌故事，推动越来越多绿色优

质农产品进入千家万户。”杨涛说。

权威访谈

扬优成势 做强“豫农优品”
——访省农业农村厅豫农优品天下行活动专班推进办主任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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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故事
哈喽，大家好，我是新农人“小豫”。从本周起，每周二我们将持

续推出“豫农优品”特刊，关注河南省农业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助力
打造中原农产品品牌矩阵。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期看点。

遇见品质农业遇见品质农业遇见品质农业遇见品质农业 见证乡村振兴见证乡村振兴见证乡村振兴见证乡村振兴

网事聚焦

让我们河南的农业不仅大还要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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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秋冬：哇！377 家

企业，717个产品，符合我农业

大省的规模。收录进去的应该

都是精挑细选的，我得仔细研

读一下名单，以后购买的时候

也有参考！

@冰冰糖：河南作为农业大省，通过农产

品品牌化为农业赋能是必然要走的道路，希

望今后优秀的农产品能够更多地被收录进

来，让我们河南的农业不仅大，还要更强。

@菲菲
讨 厌 酒 精 ：
河 南 加 油 ，

中 国 加 油 ，

农业加油！

新时代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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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豫推介

□徐延军

《2024年 1—9月河南省农产品网络

零售发展报告》现已正式发布。数据显

示，2024年前三季度，河南省农产品网络

零售额达740.55亿元，相较于去年同期

增长了11.3%，并且占据了农村网络零售

额的53.4%。

其中，休闲食品、粮油米面和方便食品

这三大品类，在网络零售领域表现突出，合

计零售额占比超过五成。此外，精深加工

农产品所占的比例超过了30.0%。

过去五年间，我省农村网络商户的数量

实现了显著增长，增幅接近四成。该数值由

2019年的17.47万家攀升至2023年的24

万家，年均增长率高达8.3%。

河南省农产品的网络零售额在此期间增

幅高达268%。与此同时，电商在农产品销售

中由13.9%提升至25%，标志着河南省农产

品电商化进程取得了长足进步。

在品牌建设方面，白象、双汇、卫龙、舌

里、思念、三全等品牌，作为河南农产品精

深加工的佼佼者，已经享誉全国，成为河南

乃至中国农业品质的代名词。这些品牌的

卓越表现，为河南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贡献

了超过四分之一的份额，达到了25.9%。

在优质农产品方面，河南省以163个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位居中部六省

第三、全国第七。特别是温县铁棍山药、

信阳毛尖、西峡香菇等产品，已经成为“豫

农优品”的代表，它们的网络零售额合计

占比高达72.4%。在国家名特优新农产品

方面，河南省以725个产品的数量，位居中

部六省第一、全国第二。

然而，河南的网络零售增速有所放

缓，区域发展不均衡。因此，需要积极实

施差异化发展战略，立足产业和资源禀

赋，围绕优势农业产业和特色农产品，不

断优化、延伸产业链条。同时，加大政策引导力度，聚

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制定配套工作方案和举措。

依托特色豫品，强化农产品标准化建设，推动农村电

商向高品质、专业化转型。

此外，还需讲好品牌故事，落实“品牌强农”战略，

顺应消费者场景、消费模式变化，打造一批地域特色

突出、产品特性鲜明的区域公

用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

牌，提高产品国内外知名度、

美誉度，增强品牌影响力和竞

争力。

（本报记者刘婷婷整理
作者系河南省应用统计学会
副理事长）

□本报记者 马丙宇 刘亚鑫

藏在村子里的黑米醋，却拥有千余年

酿造历史，面对时代的日新月异，如何打造

“叫得响”的醋品牌，让醋香飘向千巷万家？

11月9日，记者走近新乡市平原示范区师寨

镇赵府黑米醋，寻找老陈醋的新变化。

刚一下车，浓郁的醋香扑鼻而来，只见有

人拿着瓶、壶或是小桶，熟稔地走进醋厂的一

间小屋。“他们这是来打醋的。”胡美红说。

作为赵府黑米醋酿造技艺第23代传承

人赵来华的妻子，与黑米醋打交道的20年

里，胡美红“修炼”成了一位“野生”讲解员，在

她的介绍中，赵府黑米醋发展史徐徐展开。

始于酿醋世家，从村里小作坊到入驻镇

里工厂，再到成立公司；从产品单一到创新

研制十余种产品……赵府黑米醋越做越大，

逐渐扩大知名度。如果仅仅依靠线下销售，

名声很难“打”得远。后来，胡美红也紧跟互

联网时代步伐，开了网店，“但跟其他大品牌

相比，咱的知名度不够，线上销量也一般。”

近年来，赵来华夫妇一边按部就班地

走，一边时刻关注机会。

中原农谷造势而起，师寨镇也借势而

起，以传统毛遂文化及农业文化为“底子”，

以现代高标准农田“粉妆”，打造醋坊、布坊、

豆腐坊等特色工坊，开发研学等农文旅项

目。赵府黑米醋成了醋坊的不二之选。

于是，之前厂里酿醋用的几口大缸，连

带着正发酵的材料一并搬进工坊，装有醋

的老坛一摆，赵府黑米醋历史文化定制成

板挂上墙……一进醋工坊，赵氏千年醋文化

看得见、摸得着。研学的人多了，到醋坊的人也多了。

就在前一天，同样在醋工坊，赵来华夫妇还当了

一回主播，而这，则缘于另一个机会。

今年10月，赵府黑米醋成为中原农谷区域公用

品牌——“农谷U选”第一批入驻产品。当天“农谷U

选”走进师寨镇，邀请当地特色产品负责人一同直播，

对胡美红来说，直播这个事情一直是“没敢做”的事，一

是怕做不好，二是不知道怎样做。但在当天直播过

后，她笑着说：“原来直播也没那么可怕。”

对于赵府黑米醋的未来发展，夫妻俩觉得，除了

产品质量，历史文化背景也是产品的优势与附加值，

要寻找并尝试一些新路子将其发挥出来，把品牌打得

更远更响。

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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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在沁阳市王曲乡王曲村红薯种植基
地，种植大户在组织群众收获红薯。该红薯种植基
地连片种植红薯500亩，有商薯19、白哈密、西瓜红
等六七个品种，平均亩产达3000公斤，每亩红薯纯
收入达4000余元。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侯新雨 摄

看到一片生机盎然的红薯地，你

一定想起了皮肉透着汁儿的红薯和可

口的红薯粥了吧！想不想重返当年？

看，此情此景，就在眼前。

11月6日，沁阳市西万镇官庄屯村农民在采摘
金丝皇菊。近年来，该镇大力发展菊花、红薯、花生、
菌菇等四大特色产业，为农民增收提供了有力保
障。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吕卫 摄

当鸟鸣渐起，当芳香四溢，从

丰硕的杮子园回头看去，原来还

有一片金丝皇菊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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