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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晓雯 通讯员 高春伟 王晓林 孙 香

一个品牌，浓缩平湖农产品之精华；一场奔赴，聚力共同富裕之航标。当战略与战术高度契合，“金平湖”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一路生花，一路高歌。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战略是一场强农兴农与共同富裕的双向奔赴，打开了一个地方品牌农业建设的窗口，打造

了一张地域农产品的‘金名片’。”市供销社党委书记、主任唐红芳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市供销

社以创新为马，以改革为桨，以共富为梦，立足“质量兴农，品牌强农”，不断完善品牌发展顶层设计，多措并举持续强化

品牌效应，在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助农增收上收效显著。

品牌战略，需要恒心和定力。沿着“金平湖”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在田野沃土的足迹，就会发现这一“金字招牌”背

后的秘诀。

政府引导、政策支持、资金补助……以地

理标志区域品牌为核心的特色产业在有序规

划下迅速发展，为我市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共

同富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锚定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这一“总航标”，市供销社坚持以深化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始终把品牌作

为关键要素，系统谋划“金平湖”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编制“金平湖”品牌发展规划，并对“金

平湖”商标进行了全类注册。值得一提的是，

为促进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展制度化、标准

化、规划化，我市还专门成立了由市政府分管

领导任组长、相关部门为成员的品牌创建工作

领导小组，为“金平湖”品牌建设进一步提供强

有力的组织保障。

而如何让这些制度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

群众致富的源头活水？《“金平湖”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建设实施方案》《“金平湖”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建设三年行动方案》《“金平湖”集

体商标使用管理办法》等政策文件的出台，加

快了农产品区域品牌战略落实落地的脚步。

去年 9月，“金平湖”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主体

补助申请会议在市供销社召开，为农服务中心

负责人在会上详细解读了《“金平湖”集体商标

使用管理办法》文件内容，进一步促进品牌建

设标准化、优质化、特色化。同时，相关政策文

件的出台也进一步明确，要切实加强对获得

“金平湖”品牌授权产品、被授予“金平湖”品牌

示范基地主体提供资金补助，正向引导助力特

色农产品发展。在此基础上，要求进一步加深

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实现“金平湖”品牌与“金

准贷”的高效对接，在线对品牌授权主体进行

信用评级。据介绍，目前已对品牌授权主体授

信 10亿元，涉及西瓜、蘑菇、芦笋等 32家生产

主体。

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服务体系，推进品

牌标准化建设。据悉，继 2019年《“金平湖”芦

笋》《“金平湖”双孢蘑菇》两项“金平湖”农产品

团体标准正式发布实施以来，市供销社经过一

年的探索和挖掘，走访基地、听取专家意见，最

终《“金平湖”西瓜》《平湖稻渔共生大米》两项

“金平湖”农产品团体标准于 2020年 10月 30日

正式发布，并于同年 11月 10日开始实施。去

年，完成了《“金平湖”葡萄》“金平湖”农产品团

体标准制定和发布。为突出地区优势品种特

色，今年《“金平湖”红爪姜》《“金平湖”草莓》两

项农产品团体标准制定已完成前期审定工作，

预计 9月份将正式发布实施，为冠名“金平湖”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优质农产品统一了产

品标准，真正实现了凝聚起品牌力量提升品牌

农产品形象的目标。

该团体标准为嘉兴市级团体标准，上述

7 项“金平湖”农产品团体标准详细规定了

“金平湖”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主体生

产西瓜和大米等优质农产品的术语与定义、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识、运输

和贮存等信息，对“金平湖”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推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团体

标准的制定是后期建立并完善标准化产品

追溯和监管体系的基础，也是全程保障农产

品品质的必要前提，为广大市民提供放心、

可靠的优质农产品，形成了独特的“金平湖”

市场竞争力。

完善体系建设，锚定共富“总航标”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和关键在于产

业兴旺，而产业兴旺的核心又在于产品质量。

只有用好质量这把“金钥匙”，方能打开共同富

裕的“大门”。近年来，我市围绕“米香振兴、西

瓜振兴”两大计划，加快推动稻米、西瓜品牌化

发展，培育了一批品质提升大的产业龙头产

品，赢得了市场的认可也赢得了群众的青睐。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本地家庭农场、专

业合作社、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培育和指导，累

计授权“金平湖”品牌使用主体 32家。全力支

持和引导具备条件的农业生产主体将初级农

产品进行精深加工，协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

展绿色、有机食品和良好农业规范认证，进一

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增强核心竞争力。

为切实提高“金平湖”品牌知名度和美誉

度，市供销社还广泛组织农业主体参加各级农

产品展示展销会，助力优质农产品走出去。同

时，不断深化跨省、跨市供销系统的农产品品

牌联合合作，提升品牌影响力。值得一提的

是，今年市供销社在完成以往丰收节、设计大

奖赛、创业赛等常规活动组织和举办的同时，

创新宣传方式，主动对接华铁传媒，冠名高铁

专列，全方位宣传“金平湖”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让高铁列车成为“金平湖”的专属移动名

片，将“源自耕耘真味”的品牌特质以“金平湖”

号高铁的速度向外传播。

沐浴着数字化改革的东风，市供销社始终

坚持数字引领、智能赋能，依托“浙农服”扁平

化供应链体系，为广大农户提供种子、化肥农

药、农机、技术专家、品牌管理、展销服务等全

产业链服务。并在全省首创“金平湖数字服务

平台联盟圈”，构建起以“金平湖鲜到家”为纽

带，吸纳邮政邮惠菜篮子、农商行丰收互联、建

行在线等平台合作共建的“1+N”金平湖数字服

务平台联盟圈，精选优质农产品在“金平湖鲜

到家”主平台和邮政邮惠菜篮子、农商行丰收

互联、建行线上菜篮子子平台同步销售。通过

联合合作，多渠道多举措展示展销特色品牌农

产品，激发网络消费活力。去年全年，我市品

牌农产品销售5.5亿元，农产品溢价超10%。

聚焦提质增效，掌握共富“金钥匙”

“平湖供销系统拥有强大的集配能力，希望通过

两地合作拓宽销售渠道，拉长销售半径，让农户可以

不愁销售，种植生产更优质的产品，使农民和集体经

济实现双增收。”青田县供销社副主任叶险峰说。

记者了解到，我市对口协作的丽水市青田县拥

有好山好水，也有着差异化的高品质农产品，稻鱼、

油茶、杨梅、粉干、茶叶等都是青田的特色。但受制

于销售半径，“丰产”不一定“丰收”的情况仍旧存

在。为加快解决这一难题，实现对口协作地域共同

富裕，今年 5月市供销社与青田县供销社签订《农产

品产供销一体化合作协议》等多项合作协议，并率先

为青田一家杨梅基地和一家山茶油基地挂牌为“金

平湖”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授权基地。此后，这些优

质农产品通过两地供销系统辐射至平湖，甚至是长

三角市场，开启了双方农产品跨区域产供销合作的

新阶段。

一直以来，我市始终将目光聚焦在促进地域合

作发展之中，不断打造共同富裕的“加速器”，开辟共

同富裕的新路径。建立起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

运作的产供销一体化合作模式，结合对口支援、山海

协作、长三角一体化等工作，打造区域一体化“基地+
渠道+品牌”共建模式，强化品牌授权许可就是其中

之一。截至目前，平湖市外的“金平湖”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授权基地共有 5个，包括浙江青田以及新疆

沙雅、四川茂县等地。

与此同时，我市深化跨域产销协作平台建设，以

平湖市品牌运营中心为运营主体，与常山、如东、新

疆、四川等地共建品牌农产品产供销一体化平台，目

前已通过品牌授权、订单化种植、基地协议购销等方

式，联结各地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农业主体共

100余家。去年下半年，我市还启动了与上海蔬菜集

团共建的长三角农博汇项目，着力构建服务浙北和

长三角地区的农产品流通中心，目前已完成项目规

划编制、一期用地竞拍及项目建设主体确认等工作，

预计年内开工。在此基础上，联合市教育局、市商务

局等部门，联合打造政校企合作商贸流通服务平台，

今年以来不断创新实施产教融合新探索项目，开通

了金平湖“顶好”农产品直播间，运营起“金平湖农产

品”直采直销线上团，并依托全市 15家“金平湖鲜到

家”社区门店实现到货即提，在服务便民的同时助力

优质农产品卖出好价钱。

除此之外，搭建好合作地区的沟通桥梁，运营好

地域间的“产销共富直通车”。目前，平湖与松阳开

通的“山海快车”每周五都会通过全程冷链运输，将

黄米粿、黄牛肉、山茶油等松阳当地优质农产品带到

平湖。自开通以来已经运行 28 趟，销售金额达

318.44万元。与此同时，与“嘉田四季”品牌探索“品

牌+股权”紧密型合作方式，打开本地消费市场，拓宽

品牌合作渠道。并积极搭建农产品城乡一体销售网

络，打造“金平湖鲜到家”城市和农村品牌门店，帮助

农民解决流通服务难题，满足城市和农村消费需求，

进一步帮农实现就业创收。

强化合作交流，
打造共富“加速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