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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综览

品牌点亮山西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打好“特优牌” 叫响“晋字号”

圆润金黄的山西小米、酥脆多汁的玉露香梨、香甜可口的吉县苹果、声名远播的平遥牛肉……这几年，一大批“晋字号”农产

品吸引了八方来客。

同样是桃仁，有的撒点巧克力粉就闯进了国际市场；同样是苹果，有的论斤卖，有的却是按个卖……背后体现的就是品牌的

魅力和力量。

近年来，山西立足资源禀赋，围绕实施农业“特”“优”战略，高点谋划、高位推进，打造“有机旱作·晋品”省域农业品牌，“晋字

号”农产品在全国影响力逐步增大。 目前，已创建了山西小米、山西陈醋、山西药茶等 12 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评选出运城苹果、

大同黄花、隰县玉露香梨等 46 个市级区域公用品牌，发布 100 个功能农产品品牌，认定发布 66 个“有机旱作·晋品”代表产品。

展现地域特色

让品牌更“特”

“天赋中阳美，地道黑木耳。 ”秋日，

位于吕梁山上的中阳县暖泉镇迎来了

黑木耳的丰收季。

地处吕梁山脉中部， 中阳县森林覆

盖率达 49.44%，而且昼夜温差大，是栽

培黑木耳等食用菌的天然宝地。 2018 年

以来，该县因地制宜发展黑木耳特色产

业。 几年时间，“小木耳”从无到有，逐步

发展成为“大产业”，成为当地最闪亮的

名片。

产业发展离不开品牌的打造。 实践

中，中阳县紧抓木耳产业发展的综合优

势，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发展高附加值

的黑木耳精深加工，形成木耳醋、木耳

酱、 木耳多糖等独具特色的系列产品，

不断提升“中阳山宝”区域公共品牌影

响力。

今年， 全县木耳种植 5320 万棒，预

计产量 530 万斤，产值可达 1.6 亿元，可

带动菌棒厂、采摘园、销售等上下游产

业实现产值 5 亿元。

中阳木耳的品牌建设之路， 正是山

西省积极打造“特”“优”农产品品牌的

一个缩影。

旱作源于特色， 有机孕育晋品。 山

西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 山多地少、水

资源匮乏，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必须

抓特色农业、旱作农业，发展小而精、特

而优的区域特色产业。 目前，全省地理

标志农产品 176 个，居全国第四；“五寨

马铃薯”等 7 个产品实施 2022 年农业农

村部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 全省

127 个“特”“优”农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

新农产品名录。

一颗小苹果， 改变着大宁县“三川

十塬沟四千 ，周围大山包一圈 ”的旧模

样，成为承载果农增收的“致富果”。

秋季里 ， 在大宁县曲峨镇白村一

带，百亩苹果示范园里煞是热闹：果农

们正忙着摘袋，一颗颗色泽诱人的果实

沐浴着秋阳，散发出股股清香。

“今年进入盛果期， 收成预计能比

去年翻三倍，收入相当可观。 ”白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冯元明喜悦之情溢

于言表。

大宁县地处吕梁山脉南端， 域内土

壤疏松、光照充足、海拔高、温差大，种

植苹果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近年

来，当地立足绿色生态优势，在科技引

领、品种改良、品质提升、品牌塑造上下

功夫，探索出一条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

路子。 据了解，在“十四五”期间，全县

“宁脆”苹果种植面积将突破 5 万亩，实

现人均一亩。

在山西省， 特色产业已成为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的新动能。

眼下， 正是阳城县寺头乡忙着采桑

叶、喂蚕、收获鲜茧的时节，企业收购点

和加工车间忙着接收订单，并为客商赶

制订单产品。

近年来，素有“华北蚕桑第一乡”美

誉的寺头乡以市场为导向，注重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采取“龙头企业 + 公司 +

基地 + 合作社 + 农户”的模式，大力发

展特色蚕桑产业，带动农民实现家门口

就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目前， 全乡优质桑园面积达 7000

亩，1600 多户农民从事养蚕生产， 建设

养蚕大棚 300 多栋， 农民人均养蚕年收

入 1 万元。

做足管控文章

让品牌更“绿”

光热资源丰富、 昼夜温差大等自然

条件，为兴县培育优质杂粮提供了得天

独厚的生长环境。

如何依托资源优势， 走出独具特色

的产业振兴之路？ 建设绿色谷子基地、

推广有机旱作新技术、创建种子繁育基

地、 打造种业创新平台……近年来，兴

县“咬定”富民目标，坚持做好小杂粮这

篇“大文章”。

从提供优种、 做好农药化肥等投入

品的监管 ，到实施标准化生产，再到建

立质量可追溯系统，兴县将绿色健康贯

穿杂粮生产全过程，擦亮“兴县杂粮中

国好粮”品牌。 2022 年，全县杂粮种植面

积突破 40 万亩 ， 杂粮产业链产值达

10.24 亿元， 杂粮收入占农民种粮收入

的 83%、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55%。

提升农业品牌竞争力， 品质是根

基。 近年来，山西省持续强化质量管控，

推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两个“三品一

标”协同发展，强化农业生产过程管控，

建立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追溯体

系，到 2025 年全省农产品质量抽检合格

率将稳定在 98%以上。

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底，山西省

绿色有机农产品有效数达到 1938 个，同

比增长 17%，增速居全国前列。

秋风送爽， 行走在灵丘县的乡野田

间，处处透着生机和希望。

发展特色产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

条重要途径。 2013 年，灵丘县把有机农

业作为农业发展的支柱产业，以车河社

区为试点，探索特色农业发展新路。 目

前，车河已基本形成了“产储加销”的特

色农业一体化产业链，村里人实现了靠

“链”就业、“链”上增收。

下车河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王春透露 ，种出好粮 、好蔬菜的秘诀很

简单：有好的水源和土壤 ，并且全程避

免使用农药和化肥。

有机农业的发展壮大创造了可观的

经济效益，也给当地带来了更多就业机

会。 2013 年到 2022 年，车河农业生产总

值由 30 万元升至 500 万元，人均收入由

2300 元增加到 21500 元。截至目前，全县

已建成有机食品生产基地 3 万亩，有机

农业总产值达 5 亿元。

发展“特”“优”农业，离不开科技

支撑。

“这个大棚里，是新研发的 16 个西

红柿品种，大家随便尝。 ”在阳高县龙泉

镇东关村迎春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基

地，负责人王学斌向客人介绍他的新品

种“甜脆脆”。

在发展西红柿“特”“优”战略中，阳

高县通过政府推动、项目促动、金融带

动、科技联动、市场拉动“五环联动”，建

车间、引企业、树品牌、拓市场、促销售，

初步形成产学研一体化发展产业链条。

按照部署，2023 年， 全县西红柿种植面

积将突破 1 万亩， 总产量突破 6 万吨，

全产业链总产值达到 3 亿元。

同时， 依托西红柿产业相对集中、

经济规模较大、专业化配套协作程度较

高的乡镇， 申报创建省级西红柿专业

镇， 全方位推动西红柿产业向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

创新营销策略

让品牌更“亮”

黄花产业已经成为大同市的一张靓

丽产业名片。

如何让名片更“亮”？ 以黄花为媒，

大同连续多年举办黄花丰收月活动，邀

海内外朋友相约大同 、走进大同 ，欣赏

黄花美景 ，品鉴黄花佳肴 ，繁荣黄花文

化，共话黄花产业未来。

莫道农家无宝玉 ， 遍地黄花是金

针。 大同市不断升级黄花产业发展，在

种植上更加精细、 在加工上更加精深；

同时，发挥黄花的品牌效应 ，带动农文

旅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如今，“小黄花 ” 已成为乡亲们的

“致富花”。 目前，全市黄花种植面积已

稳定在 26.5 万亩左右，总产量达到 18.4

万吨；黄花全产业链产值已由 2020 年的

18.4 亿元增加到 2022 年的超 40 亿元，

产业质量明显提升。

创新营销是品牌塑造的重要环节。

近年来，山西省以线上线下各类平台为

抓手，不断拓宽农产品展销渠道，擦亮

“晋字号”招牌。

———打造对外桥头堡。 聚焦“京津

冀”“长三角”“粤港澳” 前沿消费市场，

依托省政府驻地办事处，在北京、天津、

上海、广州分别建立山西特优农产品展

销中心，推动更多农产品融合国内大循

环中高端。

———搭建产销大平台。 线上与京东

联合举办“有机旱作·晋品”金秋消费季

活动，汇聚全平台 31 家山西各地官方特

产馆和 1000 家山西农业品牌旗舰店，在

双十一、双十二等时间节点持续举办促

销活动；组织山西省农产品参加全国农

产品交易博览会等综合性展会。

9 月 2 日，“曲沃果蔬 + 预制菜”走

进大湾区招商推介会在广州市举办，旨

在进一步拓宽外贸发展空间、抢跑农产

品出海赛道。

南林交大蒜、 迷你苹果……在推介

会上的特色美食品鉴环节，当地农品赢

得了与会人员的称赞。

“曲沃县立足全县蔬菜、水果、药材

等优势特色产业，将小麦、玉米、苹果、

黄瓜、辣椒等地理标志农产品、晋字号

农产品导入预制菜产业链，助推农业产

业加快发展。 ”曲沃县副县长樊奇选说，

将持续实施现代农业产业园和“菜篮

子”基地提质增量工程，提升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

借助网络 ，让武乡小米“闯 ”出新

天地。

“我的小米不愁卖。 ”50 岁的韩登科

是武乡县种粮大户标兵、 网红电商。 他

说，这几年小米订单越来越多，带动了周

边 30 多个自然村，500 余户农户增收。

武乡县具有种植小米的独特地理优

势。 近年来，借力山西小米省级区域公

共品牌的契机，着力打造“小米加步枪，

好米在武乡”区域公用品牌，通过“公司

+ 基地 + 农户 + 标准化 + 品牌”的产业

化经营模式， 推动小米生产向集约型、

效益型 、规范化 、品牌化发展。 统计显

示，近年来，全县谷子种植规模稳定在

10 万亩左右，年均总产量 2 万吨左右。

在销售商渠道建设上， 紧紧抓住国

家鼓励发展“互联网 +”的大好机遇，利

用已经成熟的京东 、淘宝、天猫等电商

平台，大力发展电子商务 ，促进传统产

业与电子商务产业深度融合。 目前，与

电商平台合作建成电商服务和收购网

点覆盖 75 个行政村。

融入文化元素

让品牌更“厚”

一 年 好 景 君 须 记 ， 最 是 玉 露 飘

香 时 。

9 月 16 日，2023 年隰县玉露香梨采

摘季活动盛装启幕， 省内外的客商、梨

果专家 、网络主播 、生鲜果企业和电商

企业代表齐聚一堂 ，采摘游园、品鉴梨

果、洽商合作、畅谈发展。

隰县是“中国金梨之乡”“中国酥梨

之乡”“中国玉露香梨原产地”。 近年来，

当地在标准化 、品质化 、品牌化上下功

夫，有力地推动梨果全产业链发展。

举办玉露香梨采摘季， 今年已是第

七届。 今年聚焦梨果“种得好、储得好、

卖得好”。 目前，全县玉露香梨种植面积

已发展到 23 万亩，品牌价值达 87.43 亿

元，规模、产量、美誉度均居全国第一。

今年梨果产量预计达 3500 万公斤，产值

2.6 亿元。

一部山西农耕文明史就是一部旱作

文明史 、 一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

史。 神农尝百草、舜耕历山、嫘祖养蚕、

后稷稼穑发生在山西，通过挖掘融入文

化元素，一些农产品不断提升品牌影响

力和市场竞争力。

一提起山西，人们就会想到老陈醋。

山西有着 3000 多年制醋史。 颗粒饱

满的高粱 ， 在工人师傅们手中， 经历

“蒸、酵、熏、淋、陈”5 步、82 道工序，少

则一年，多则 10 年甚至更久，方能酿成

“酸、香、绵、甜、鲜”回味无穷的山西老

陈醋。

为全面展示山西老陈醋传统生产技

艺和历史文化内涵，山西老陈醋集团创

立了这一工业旅游项目。 今年上半年，

东湖醋园累计接待游客 10 万人次。

今年暑期， 东湖醋园内游人如织。

“卖醋的同时卖文化， 让产品的附加值

大大提升，对醋文化和品牌的宣传作用

巨大。 ”东湖醋园旅游部负责人连佳说。

近年来， 山西老陈醋也逐渐走出国

门，将中国醋文化带到了国外。 目前，山

西老陈醋已出口到美国、加拿大、澳大

利亚、日本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文 化 赋 能 ， 让 品 牌 打 造 增 添“时

尚味 ” 。

一颗土豆蕴藏着多少力量 ？ 在岚

县，借土豆花开旅游项目之机，从观赏

土豆花到品尝土豆宴，从游览山川美景

到餐饮、酒店，再到婚纱摄影、影视剧拍

摄，形成了“赏游吃住购”一条龙旅游服

务的模式，绘出土豆富民新图景。

“土豆花儿开，花海掩村寨。 漫山遍

野的土豆花，亮出了大农业新风采。 铺

天盖地的土豆花，捧出了山里人的情和

爱……”民歌《土豆花儿开》唱出了岚县

高质量发展土豆产业的新风貌。

在马铃薯产业发展中， 岚县抓种质

源头，扩品种繁育，延产业链条，创美食

美景，塑文旅名片，形成了“土豆种—土

豆花—土豆—土豆宴”多产业融合的特

色全产业链模式。 目前，全县土豆种植

面积 30 万亩，带动种植、加工、文旅、餐

饮等产业， 涵盖了全县大约 80%的劳动

人口，形成了近 15 亿元的产业规模。

（赵建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