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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区域公用品牌强农之路 

——以“苏州大米”为例 

秦伟 王芳 张翔 

江苏省苏州市农业农村局 

江苏省苏州市积极探索在有限的耕地空间里，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模式，通过强化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建设，提升单位面积耕地产出效益，实现了苏州农业的产业兴旺和农民的生活富裕。截至 2019 年 8 月，全

市共打造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市场知名度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9个，其中以“苏州大米”为引领的年销售额超亿

元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3 个、超 5000 万元品牌 6 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集群雏形初现，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

设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增值增效的苏州模式正在形成。 

建设推广模式 

建设模式。采用“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协同共建”模式。政府引导：明确苏州市农业农村局在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推

广中的角色定位。在“苏州大米”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推广中，苏州市农业农村局作为战略引导者、产业维护者、资源协调者和

市场监管者确立和承担战略指引、公共服务供给、公共资源配置和市场秩序监管的对应职能。企业主体：明确企业是“苏州大

米”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主体力量。在苏州市农业农村局引导下，通过“苏州大米”区域公用品牌的培育、保护、质量管理、

市场创新等方式，引导水稻生产、加工、销售基地、合作社、农场主、农业公司、大户创建“苏州大米”企业品牌，通过系列

科研确定“苏州大米”各产品企业生产标准，以企业标准带动“苏州大米”产业标准的确立，进而实现苏州水稻产业优质生态

高效的转型升级。协同共建：构建政府引导、部门联动、协会统筹、企业担纲、社会参与、协同发展的“苏州大米”区域公用

品牌建设机制，推动组建苏州大米行业协会，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推动作用、企业的主体担当作用、大米协会的协调统筹作用，

实现创牌的共建多赢。 

发展策略。核心理念：聚焦苏州乡村振兴产业发展需求，突破产业发展耕地资源瓶颈限制，以“苏州大米”区域公用品牌

建设为突破，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念推进全市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走品牌引领、安全高效、生

态外向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建设方向：以创塑“苏州大米”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为抓手，推动各市、区培育、壮大一批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通过导入形象、推动创牌、质量追溯、标准引导、立体传播五大体系支撑，创建“苏州大米”“区域公用品

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的品牌矩阵。融合发展：在全市水稻产业大力推广绿色优质生态高效种植模式，夯实质量基础。融合

拓展品牌功能，构建系统的品牌运营管理体系，线上线下多方位立体营销，深入挖掘苏州稻作地域文化，有效利用旅游、文化

等资源，推动多产业融合，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延伸产业链。 

主要做法。建立机制：落实“苏州大米”区域公用品牌培育机制，明确各成员单位职责，组建区域公用品牌管理体系，明

确区域公用品牌管理许可制度，实施区域公用品牌目录管理，为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后续工作打好组织基础。导入形象：充分挖

掘“苏州大米”区域公用品牌的内在价值，注重应用全新的品牌价值体系、符号体系、包装体系，辅以独创性的符号设计，确

保“苏州大米”区域公用品牌有系统完整的视觉形象体系。通过战略发布会、品牌农业与市民互动、网络推广营销等一系列措

施引起广泛关注，快速叫响市级公用品牌。推动创牌：在创建“苏州大米”区域公用农产品品牌基础上，推动各市、区“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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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企业品牌建设，将苏州市范围内产业化程度相对较高、现代农业基础好、产业规模体量大、品牌有一定知名度的生产、

加工、销售企业列入第一批重点培育推广品牌序列范围；产业规模体量不大的生产、加工、销售企业，列入后续培育品牌序列，

构建“区域公用农产品品牌+企业品牌”的二级品牌架构。2018 年 11 月，苏州市开展“苏州大米品牌价值评估评价”活动，评

选出“2018 苏州大米十大价值品牌”。质量追溯：强化“苏州大米”区域公用品牌基地建设，深化各水稻产业园区提档升级，

加强水稻企业质量溯源体系推广维护，规范企业品牌包装应用管理，完善品牌产业新型职业农民人才培养计划，推动市级农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完善和使用。通过保障消费者对“苏州大米”企业品牌安全的信息知情权，营造出每一个消费者都是“苏

州大米”监督者的外部大环境，最终实现以“苏州大米”区域公用品牌反向倒逼水稻生产、加工、销售企业普及良好生产规范。

以“苏州大米”区域公用品牌的溢价，释放品牌协同效应，吸引更多水稻生产、加工、销售企业投入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突出

标准：在“苏州大米”区域公用品牌推进过程中，苏州市积极制定完善农业地方标准，突出优质安全绿色导向，进一步完善具

有苏州地方特色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夯实品牌农业发展基础。仅 2018 年，就废止 55项标准，修订 27 项标准，1项标

准确认继续有效。2019 年编辑出版了《苏州大米良作良方》，确立了苏州大米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绿色生态标准的系统化，实

现了苏州水稻产业绿色发展质的提升。2019年，全市新申报绿色食品企业 253家，申报绿色食品面积 20万亩。全市绿色优质农

产品高质量发展指标走在全省前列。立体传播：“苏州大米”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系统运用产品包装、销售渠道、传统媒体和新

媒体、网络及各类节庆活动，作为品牌传播的有力媒介，协同多方力量，整合各类传播媒介，构建上下联动、内外协动、动静

结合的立体传播方式。产品包装采用世界同步食品级、可降解复合包装材料。在传播渠道上采用覆盖车体广告、电视广告等形

式，运用高炮、灯箱等广告媒体，H5 微信微场景、主流 APP，形成产地和销地的媒体传播。在活动宣传上，借助国内外大型农

业博览会、品牌博览会宣传苏州区域公用农产品品牌。2019 年，苏州市农业农村局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苏州市分公司签署框架

合作协议，把邮政纳入苏州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广营销主要渠道。 

主要成效 

经济效益突出。“苏州大米”区域公用品牌的导入，成为苏州水稻产业绿色发展、标准生产、质量追溯、品牌推广的巨大

市场推力，推进了水稻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据评估，“苏州大米”区域公用品牌的建设推广，直接为苏州水稻产业增加

产值 6.574 亿元，为苏州稻农增加经济效益 5.379 亿元。苏州大米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实践，探索了沿海发达地区在耕地资源

紧缺、农业产业规模小基础上提升单位面积耕地产出效益的产业兴旺、生活富裕高质量发展可复制路线。 

生态效益突出。“苏州大米”区域公用品牌的推广，直接推进了水稻产业绿色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与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培育的紧密结合，《苏州大米良作良方》推动了苏州大米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标准的宣传和贯彻。水稻生产绿色防控技术、模

式的全域推广，突出了有机肥、生物农药替代，让农业投入品减下来；突出了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让生态环境“美”起来；

突出了耕地轮作休耕推广，让农业资源“养”起来。促进了苏州本土水稻优质种质资源的扩繁，传承了鱼米之乡的农业农村文

化，有力推动了苏州农业农村生态、生产、生活的相得益彰。 

社会效益突出。“苏州大米”区域公用品牌的推广是高质量发展理念在苏州水稻产业的具体实践。围绕“苏州大米”区域

公用品牌建设，苏州水稻产业一批环境优良、按标生产、全程管控、产品优质基地加速形成，栽培管理、投入品使用、质量追

溯等全链条的绿色生产技术和管理规范深入人心，一批生产规模大、带动能力强、有影响力的绿色、有机农产品的水稻产业企

业的知名度和竞争力上升明显，“苏州大米”“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的品牌矩阵影响力正在扩展。在总结“苏

州大米”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经验基础上，苏州市政府制定并下发了《苏州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实施意见》，有力推进了

全市品牌强农工作的深入贯彻，各地紧密结合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以绿色优质农产品基地为基础，大力培育一批具有鲜明

地方特色和市场知名度，能带动特色产业发展、传承苏州乡村文化，覆盖市级、县级不同区域的“苏”字头精品特色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集群。截至 2019年 8月，全市共打造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市场知名度，覆盖市级、县级不同区域的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 9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集群雏形初现。 

区域公用品牌强农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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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上要有质的飞跃。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高质量发展。农业部门要主动适应社会对农产品质量、特色、品

牌的新要求，引导农业减少低端无效供给，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区域公用

品牌建设的认识提高到提升农产品质量、形成区域特色、提升农业产业整体竞争力、促进农民增收的高度。 

角色上要有新的定位。在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中，农业农村部门是引导者，要敢于负责、勇于承担，积极做好战略引

导者、产业维护者、资源协调者和市场监管者的角色，履行战略指引、公共服务供给、公共资源配置和市场秩序监管等职责。

同时，引导优秀企业成为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主力军、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更好发挥好政府的引导推动作用、企业的主体担当作

用、协会的协调统筹作用，实现共建多赢。 

品牌上要有实的基础。区域公用品牌建设，要紧紧围绕各地优势和特色农业产业发展需要，按照“集中力量、整合资源、

强化培育、扶优扶强”的思路，科学布局，着重培育一批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市场知名度，能带动特色产业发展、传承当地乡

村文化，覆盖不同区域的精品特色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在此基础上，引导并支持当地相关产业创建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构

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的品牌矩阵。 

保障上要有实的内容。将品牌建设工作纳入当地乡村振兴战略考核内容，并组织开展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工作的督查指导。

加大资金投入，各级财政设立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展资金，资金主要用于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矩阵建设。完善政策体系，推

进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与农业、金融、商贸、科技等产业政策的深度融合，形成整体推进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政策合力。 

推广上要有新的形式。适应品牌推介新变化加强宣传推介，积极打造一批有影响、有实效的宣传推介平台，在充分运用报

刊、电台、电视台媒介形态和高炮、社区灯箱等广告媒体基础上，通过自媒体、农博会、品牌推介会、产销对接会、网商对接

会等渠道，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宣传推介，支持企业建设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专营店、专区、“互

联网+”等销售模式，形成多样化的媒体传播，有效提升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集群的整体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