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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农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浦东新区农产品品牌建设纪实 

陈灵 张韬 

一、浦东新区农产品品牌建设情况 

2011年金秋，浦东新区 6家桃业合作社（公司），抱着造福市民，致富农民的美好愿望，在浦东新区农委的指导管理和浦东

新区农协会的牵头下，先行发起成立了首家非法人性质的南汇水蜜桃品牌合作联社，开启了浦东瓜果品牌建设征程。 

（一）数年来，从小到大，由少到多，联社迅速发展 

在市场的呼唤和浦东瓜农、桃农的辛劳追求下，相继成立了南汇 8424西瓜品牌合作联社、南汇蜜梨品牌合作联社、南汇甜

瓜品牌合作联社。2020 年，拓展优质葡萄为第五个浦东地产农产品品牌。在五个品牌合作联社内，实现了六个统一，即统一技

术、统一标准、统一质量、统一商标、统一包装、统一零售指导价。为保障各品牌合作联社健康运行，分别制定了联社守则，并

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既讲究自律，也重视他律。 

（二）浦东瓜果品牌建设的推进，有效提升了产品的品质和市场声誉 

近年来，在各类专业评比中，浦东瓜果屡屡争金夺银，浦东品牌农产品影响力不断扩大。2017 年，联社成员单位在上海市

甜瓜评优推优活动中，拓园、李氏、田博、周兰、绿妮、越亚等合作社的参评产品荣获金奖；在全国西甜瓜评比中，桃咏、绿妮

合作社的参评产品获得亚军；在中国园艺学会桃分会“新沂杯”全国蜜桃评比中，桃咏合作社的“新凤蜜露”荣获金奖、团星合

作社的“大团蜜露”获得银奖；在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组织开展的“2017 年最受消费者喜爱的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评选活动中，浦东新区农协会申报的浦东“南汇 8424 西瓜”被评为 2017 年最受消费者喜爱的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并在全国 184 个入围农产品网络公选中排名前十，这也是目前上海第一个跻身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百强”之列的地方农

产品品牌；在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组委会举办的“2017 年中国百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选”活动中，“南汇水蜜

桃”网络投票进入前 100 名。2018 年，联社成员单位桃咏、田博等合作社参加的全国西甜瓜评比，在西瓜评比中桃咏合作社荣

获金奖，田博、开循合作社获得银奖，在甜瓜评比中桃咏、绿妮合作社获得银奖；在上海市西瓜评优推优活动中，越亚合作社荣

获唯一一个金奖；桃咏合作社在全国水蜜桃擂台赛和江浙沪桃评比中均荣获金奖；在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上，农业农村部特

别推出 100 个品牌农产品，“南汇水蜜桃”成为上海唯一入围的地方品牌农产品。2019 年，在联社成员单位，田博、桃咏等合

作社参加的全国西瓜评比中，田博合作社荣获金奖，桃咏、谷东、庭娆合作社获得银奖；在全国蒙阴杯赛桃比赛中，桃咏、越亚

合作社荣获金奖；甜得来合作社在瓦房杯赛桃比赛中获得银奖；绿妮合作社在上海市甜瓜评比中荣获金奖；由农协会申报的“南

汇水蜜桃”“南汇 8424西瓜”在 2019年中国果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榜中位列第 75位、113位，其价值分别为 10.65亿元和 2.5

亿元；“南汇 8424 西瓜”跨入上海市名特优农产品行列；“南汇水蜜桃”荣获 2019 中国农业品牌建设学府奖。2020 年，联社

成员单位桃咏合作社在上海市优质西瓜评比中获得铜奖；在“保利建工杯”全国西甜瓜擂台赛上，开循合作社获得亚军，桃咏、

庭娆、绿妮合作社获得季军；桃咏合作社在上海市优质水蜜桃评比中获得银奖，尹民合作社获得铜奖；山臻、生清合作社在上海

市优质葡萄评比中获得铜奖；“南汇水蜜桃”和“南汇 8424 西瓜”位列 2020 中国果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榜第 76 名和 118 名，

品牌价值分别是 12.49亿元和 3.25 亿元。2021年，联社成员单位在第 33 届北京大兴西瓜节“四季阳坤杯”全国西甜瓜擂台赛

中，甜瓜组庭娆获得亚军，开循获得季军；中型西瓜组桃咏荣获冠军，拓园、绿妮获得亚军；在上海地产优质西瓜品鉴评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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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李氏荣获金奖，桃咏获得银奖，绿妮获得铜奖；在上海地产优质水蜜桃品鉴评优暨品牌推介活动中，桃咏荣获金奖，松蔓获

得铜奖；在上海地产优质葡萄、蜜梨品鉴评优和宣传推介活动中，农夫果园获得银奖；在第十三届中国南方“中山杯”优质葡萄

评比中，纯绿荣获金奖；“南汇水蜜桃”“南汇 8424西瓜”“南汇蜜梨”“南汇甜瓜”和“浦东葡萄”均登录全国名特优新农

产品名录。 

二、浦东新区农产品品牌联社建设情况 

截至 2022年，五个品牌合作联社共有成员单位 131家，联社成员单位（包括签约农户）共种植品牌瓜果 23027.8亩。2021

年，联社成员单位共销售品牌瓜果 124.8 万箱，实现销售收入约 17000 万元。品牌合作联社成员单位生产销售的瓜果已占浦东

瓜果的半壁江山，并发挥着积极的引领作用。 

浦东新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怎样才能成为品牌联社的成员呢？首先需要申请加入浦东农协会或浦东农联会；其次需要通过

区级达标社的审核。 

在实施浦东农业“三品”战略中，浦东瓜果品牌建设既迎来新机遇也面对新挑战。为此，需要扬长避短发挥优势，需要积极

进取与时俱进，需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巩固发展品牌合作联社建设 

目标是把浦东的“南汇水蜜桃”“南汇 8424 西瓜”“南汇蜜梨”“南汇甜瓜”和“浦东葡萄”都培育成为区域性公用品

牌。重点提升“南汇水蜜桃”，争创一流品牌产品，扩大品牌产品阵容。 

（二）实施更严格的标准化生产管理 

继续完善修订《产品质量》《生产技术操作规范》和《包装标识》三套上海市团体标准。要求所有生产品牌瓜果的联社成员

单位及其签约农户都要取得绿色认证资格，所有联社成员单位须达到区达标社以上等级。 

（三）更加重视品牌瓜果种质资源 

继续实行“南汇 8424 西瓜”统一供种并扶持工厂化育苗，与新疆农科院合作，选育更适合市场、果型适中的 8424 西瓜种

源。依托科研院校，发挥地域优势，选育 8424西瓜“兄弟”新品，丰富浦东品牌瓜果内涵。发挥自身内力，内外联合，推进水

蜜桃种源选育、引繁。培育精品玉菇甜瓜，纳入品牌产品行列。 

（四）继续改进品牌产品包装及其标识设计 

在保持环保、简约、便携和本色的前提下，通过社会征询与专家创意，遴选更新包装标识，使其外观更加鲜明悦目，让消费

者更易识别。 

（五）争取政府部门的进一步重视和支持 

注重调动联社成员尤其是骨干成员单位的积极性，扶持培育一批口碑好、竞争力强的联社成员单位。推进品牌建设，在思想

方法上要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在生产装备上，要由手工为主向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化跨越，在经营策略上，要摆脱熟客营销的

束缚，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拓展广阔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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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强管理，严守联社守则 

自律是品牌建设成果得以巩固的决定性要素，也是品牌合作联社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在品牌建设推进过程中，要自

始至终地重视品牌合作联社的自律管理。要引入应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提升品牌合作联社管理能级，提高对品牌合作联社管理的

精准度。 

多年来的品牌建设成果来之不易，影响力逐年扩大，受到越来越多市民的认可。对标国内第一、国际一流任重道远，我们要

脚踏实地，找差距、补短板、抓落实、促提升，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市场为导向，扶持培育一批口碑好、竞争力强的联社

成员单位，走好质量兴农、品牌强农之路，让五大品牌瓜果继续成为浦东农业的金字招牌。 

三、浦东新区农产品品牌建设新举措 

2022 年，要坚持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总要求，继续深化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在深入实施浦东农业“三品”战略中，精准对接新区现代绿色农业的发展要求，打破思维定式、走出路径依赖，科学确定

目标任务和举措。2022年目标销售浦东品牌瓜果 125万箱。在总结前几年推进工作的基础上，2022年主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保持巩固南汇水蜜桃、南汇 8424西瓜“名特优”产业潮头方位 

1.优先“南汇水蜜桃”“南汇 8424西瓜”，进一步重视和加强浦东瓜果品牌建设。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农业品牌建设已被纳入浦东乡村振兴考核指标。最近，区委主要领导要求浦东农业品牌建设

工作在全市起到引领示范作用；区政府领导提出，浦东的土地和农产品是稀缺资源，要坚持高站位、高标准，脚踏实地地打造一

批叫出来响、价值高的农业品牌产品。所以，无论着手于现实基础，还是着眼于发展环境，开启浦东瓜果品牌建设再十年新征程

正当其时，新的机遇务必抓住，新的征程需要攀登，浦东瓜果品牌建设再推进，贵在进一步的重视与坚持。 

2.着手筹划实施再十年品牌瓜果建设规划。 

未来十年，需要做的事很多，其中，有三项建设是根本性的，需要放远眼光、从长计议、坚持不懈、循序推进。一是实施“南

汇水蜜桃”“南汇 8424 西瓜”生产基地建设，目标是实现“南汇水蜜桃”“南汇 8424 西瓜”生产基地化。二是探索实施品牌

产销组织建设。强组织、上规模是品牌建设的立身之本和长远大计，所以要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促进产业、产销联合。三是品牌

产品市场建设。通过多元探索实践和坚持不懈努力，追求浦东品牌瓜果，种得优声誉好、效益高实惠多、进高端销得旺的目标。 

3.依靠科技，提升品牌产品标准化生产管理能级。 

要更加重视种源的选育；要关注科技信息，更加重视吸收应用新农艺新农技；要增强装备意识，不断改善生产环境，提升现

代化管理能级；站位提升，继续修订“南汇水蜜桃”“南汇 8424西瓜”《生产技术操作规范》《产品质量规范》和《产品包装标

识规范》三个团体标准，更好做到统一技术、统一标准、统一质量、统一商标、统一包装标识、统一零售指导价。依托“南汇水

蜜桃”“南汇 8424 西瓜”品牌优势、区域优势、种植优势和品质优势，引领南汇水蜜桃、南汇 8424 西瓜走向更广阔的品牌市

场。 

2022年是浦东新区申报的“南汇水蜜桃”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建设实施推进的第一年，务必抓好标准化生产管理，

围绕建立健全南汇水蜜桃地理标志保护制度体系、检验检测体系、质量管理体系和品牌提升推进建设。通过三年的努力，实现保

护示范区建设的四个目标：一是提升品牌影响力，打造“兴业桃”，到 2024 年，南汇水蜜桃地理标志的使用率达 70%以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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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强化质量标准，栽培“数智桃”，修订完善南汇水蜜桃三套团体标准，南汇水蜜桃地理标志产品初步实现数字化溯源；三是强

化绿色生产，种植“生态桃”，降低化肥农药使用量，在 2020 年的基础上降低 15%；四是弘扬文化继承，培育“文化桃”，利

用新媒体渠道宣传南汇水蜜桃地理标志文化底蕴。促进浦东地理标志实现更高水平保护、更高标准管理和更高质量发展，为浦东

乡村振兴和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提供支撑。搭建选果及营销平台，发挥南汇水蜜桃分拣中心现代化、智能化装备功

效，服务“南汇水蜜桃”品牌建设。 

（二）环环扣紧，扎实做好新一年浦东瓜果品牌建设工作 

要围绕新区政府对浦东品牌瓜果建设提出的品质更优、知名度更响、经济效益更高的要求，继续努力，不断进取，创新是动

力、求精是效益、赢取市场是生命。2022年“南汇水蜜桃”“南汇 8424西瓜”“南汇蜜梨”“南汇甜瓜”“浦东葡萄”在标准

化生产管理上要有新的提高，并普及“绿色认证”，提高区级达标社门槛。 

1.“南汇水蜜桃”：其生产基地和签约桃农要继续全面推行生草覆盖种植绿肥，保温保湿，改良土壤，增加透气性，改善土

地肥力，在追施有机肥料的基础上增施饼肥或蚯蚓肥，提高土壤有机质的含量；提倡地表面覆盖银色反光膜，使之受光着色均

匀；所有生产基地和签约农户要全部使用小林纸套袋或原浆纸套袋，推广梨小迷响素和黄板生态防控。根据近年气候多变异常的

情况，挖深清理沟系，降低果园地下潜层水位，及时排除田间积水，已成为水蜜桃生产管理中的第一要务。 

2.“南汇 8424西瓜”，其生产基地和签约瓜农全部实行统一供种，推广工厂化育苗；在追施有机肥料的基础上增施饼肥或

蚯蚓肥；以人工授粉为主，稍晚上市西瓜试行蜜蜂授粉技术；开展绿色防控、黄板生态防控。“南汇 8424西瓜”种植面积实行

申报备案，凡产于浦东地区的“南汇 8424西瓜”允许使用统一包装箱、二维码等标识。加强对品牌西瓜销售货架期的管理，联

社成员单位在与商家签订销售合约时，必须把货架期的约束条款列入其中。 

3.“南汇蜜梨”，全面推行生草覆盖种植绿肥，保温保湿，严格控制杂草生长，改善土地肥力；在追施基肥的基础上增施饼

肥或蚯蚓肥，推行使用速溶肥；绿色防控，提倡使用梨小迷响素和黄板纸，减少虫害基数；全部使用小林纸套袋，逐年增加绿皮

梨推广面积。 

4.“南汇甜瓜”，继续试行蜜蜂授粉技术，地爬种植全部采用衬垫，使之瓜形圆整、色泽一致、糖分提高且爽口；在追施基

肥同时增施饼肥或蚯蚓肥，提倡使用高钾速溶肥；控制棚温和湿度，控制土壤水分，促使早晚温差增大；推广绿色防控新农艺。 

5.“浦东葡萄”，做好定枝、整穗、疏果是确保外观美品质优的基本工作；冬天落叶后葡萄处于休眠期，要翻地、剥皮、修

剪、绑扎、覆膜；春天开始萌芽长叶时，要抹芽、定梢、整穗、疏粒、套袋；夏天葡萄进入成熟期，要做好采收、整穗、分级包

装、销售；秋天早熟品种采后要补肥，要更加重视中晚熟品种的质量管理。 

（三）完善考核机制，提升抗风险能力 

继续重视成员单位培训，生产管理培训同农艺创新相结合，检查考核同业务辅导相结合，政策运用同业绩贡献相结合。按照

新区政府进一步提升浦东品牌瓜果品质品位的要求，要在总结三年来实践的基础上，对 2.0 版浦东品牌瓜果《生产技术操作规

范》《产品质量规范》《包装标识规范》三套标准进行修订完善。先从培训着手，要求所有生产品牌瓜果的联社成员单位及其签约

农户，基本掌握浦东品牌瓜果的生产技术操作规范和产品质量标准的具体内容，要求所有生产基地建立起一支生产技术操作规

范和产品质量管控队伍，建立品牌瓜果从生产源头到产品销售全追溯体系台账。根据浦东新区农产品品牌建设补贴实施办法，完

善补充考核、考评实施细则，严格把握销售量的评分标准。一是增加绿色认证和区级达标社以上要求认定的考核分；二是当年度

获得市级以上参赛获奖的要予以奖励；三是增加合作社自有生产基地面积加分考核；四是采取末位淘汰制度。在诚信方面，对问

题明显、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等的成员单位取消当年度政策扶持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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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灾害性气候频发，对瓜果农的收益损失较大，也影响品牌瓜果品质，为此，亟待提升品牌瓜果的抗灾能力。要增强

防灾意识，提升果园基础设施，要依靠科技推广防灾抗灾生产技术，提高农业保险的参保率，共济分担自然风险。 

（四）抓好品牌合作联社队伍建设 

加强自律建设，严肃他律管理。从 2012年起到 2022年，联社成员单位从 6家发展到 131家，联社队伍逐年扩大，管控难度

也随之加大。保持联社的活力效率乃至生命力，是每个联社成员单位的众望所盼。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所有联社成员既分享着

联社发展的利益，也承担着维护联社健康运行的责任，自律是品牌建设成果得以巩固的主体因素，也是品牌联社持续发展的内在

要求。诚信为本，失信为耻。要修订联社守则，严肃制度管理，在不断壮大发展联社队伍的同时，让严重失信和发生重大质量安

全事故的联社成员单位退出联社队伍。对签约农户进行生产管理指导和帮助销售的要予以奖励。 

四、品牌联社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载体 

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市民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量大、标准也比较高。浦东南汇瓜果在上海深受市民喜

爱，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浦东新区南汇地处上海市最东部的沿海，由长江、钱塘江冲击而成，土壤里富含两河流域带来的有机质、矿物质是形成南汇

瓜果独特口感的原因；沿海沙性土壤且含盐量高是南汇瓜果糖度增高的原因之一。 

浦东品牌联社发起的初衷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固然有企业品牌，但是由于各合作社的农产品标准不统一，在市场上消费者难

以辨认。只有抱团取暖、统一标准，才能在市场竞争中有更强的竞争力，才能获得更大的份额。在品牌建设过程中，联系成员单

位及签约农户在科技引入、科学管理、人员培训等工作中都得到提升，尤其是农产品品质的稳定性、农产品的商品率、经济效益

等也得到了提高，有效地促进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快速，浦东地处沿海，土壤条件特殊，浦东品牌联社的成立是浦东农产品品牌建设天时、地利、人和的三

要素，是浦东农业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要求。 

浦东农协会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形式下不负使命，担当起浦东品牌建设的重任。十几年来，兢兢业业走出了一条符合浦东农业

产业发展规律的道路。由初级发展阶段——企业品牌，发展到中级发展阶段——团体品牌，再上升到高级发展阶段——区域公用

品牌。 

在整个品牌建设过程中，对品牌联社的管理始终是重中之重。不管是已经申请成功的证明商标“南汇水蜜桃”和集体商标

“南汇 8424西瓜”，还是正在申请集体商标的“南汇甜瓜”“南汇蜜梨”，以及新加入品牌的“浦东葡萄”，都是严格按照相

关标准一视同仁开展管理工作。品牌联社是农产品品牌建设的承担者，只有坚持不懈地加强对品牌联社的管理，才能真正做到确

保品牌的影响力、美誉度、竞争力、附加值不下降。 

浦东新区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引领区，在农业现代化发展上也需要能有所作为。农产品品牌建设只是其中之一，还希望在其他

方面有所创新、有所突破，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做出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