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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强新“八宝” 打造好品牌

栾庆明 / 江苏省宝应县委常委、副县长

品牌农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内容，发展区域公用品牌是农业品牌建设的重要手段，不仅能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还能

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提升县域的综合实力。在新“八宝”特色产品的发展基础上，江苏省宝应县发展区域公用品

牌正逢其时，应发挥主导作用，做好策划定位，进一步整合资源、做精做优、打造品牌，推动宝应从农业大县走向农业强县。

“八宝”特色产品的发展现状

“八宝”与宝应的渊源始于唐朝，“宝应”也因“八宝”而被钦赐易名。2022年，宝应县立足创品牌、兴产业，组织开展

“寻找‘新八宝’宝应特色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活动，经过乡镇推荐、专家评审、网络投票、社会评选等多轮程序，最终评

选出“宝应荷藕、宝应慈姑、宝应核桃乌（青菜）、宝应湖大闸蟹、宝应大米、五朵金花甲鱼、山阳羽绒、泾河大糕”等 8个

入围产品，自此新一代“八宝”应运而生，“多品多牌”的乱象也将宣告结束。在此背景下，研究特色产品与品牌建设的作用

影响和发展路径，更加具有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新“八宝”产品地域有优势。宝应地处苏中地区，总面积 1467平方公里，水域面积约占 1/3，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五湖

四荡分布东西，境内水网密布、水质优良，土壤熟化程度高、有机质丰富，四季分明、气候适宜，生态优势明显，各种农产品

种类齐全，是里下河地区著名的鱼米之乡。坐拥“中国荷藕之乡”“中国慈姑之乡”“中国水鲜美食之乡”“全国龟鳖生态养

殖第一县”“全国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中国羽绒名镇”等一大批金字招牌。

新“八宝”产业发展有基础。宝应县依托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优势，逐步形成了以优质水稻、水生蔬菜、特种水产、特色

水禽为代表的“四水”特色产业集群。全县蔬菜复种面积 29万亩，渔业健康养殖面积 37万亩，有机农业面积 2万多亩，粮食

综合单产水平一直位居全省前列，荷藕种植面积、产量、出口量长期名列全国前茅，以“水”为主的全产业链发展体系显现雏

形。此外，全县持续推进有机食品及大健康产业发展，新型经营主体发展迅速，现有县级及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156家，其中国

家级 3家（全市仅 5家）、省级 18家、市级 44家，总数量居于全省“头部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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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八宝”品牌建设有成效。多年来，宝应县始终坚持“产业兴农、品牌强农”战略，“二品一标”农产品总量稳步增长，

基地规模不断扩大，品牌影响力持续增强，培育出众多知名品牌。现有绿色食品 53个，有机食品 34个，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3

个，全国有机农业示范基地 2个，省绿色优质农产品基地 14个，中国驰名商标 1个，江苏农业品牌目录区域公用品牌 1个、产

品品牌 4个。此外，“宝应大米”获评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金奖、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宝应荷藕”品牌价值 20多亿元，

“宝应湖大闸蟹”连续四届荣获“中国十大名蟹”称号，还形成了泾河大糕、山阳羽绒、安丰卜页等一批名优特产。

县域品牌建设面临的问题

虽然宝应近几年农业品牌发展成效突出，有目共睹。但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要求比，在特色产品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建

设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短板与不足，还不能完全适应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

品牌效应不强，有品质无品牌。全县各类经营主体对品牌重视程度不一、资金投入不多，品牌打造缺乏整体谋划，对塑造

特色产业、提升地方形象较为重视，对区域公用品牌的规划发展、监督管理还相对滞后。例如，“宝应核桃坞”“宝应慈姑”

等产品，由于未能实现规模化生产、专业化经营，在同类产品中市场占有率低，导致“只闻其名、难见其人”，县外市场还有

待进一步开拓。

产业规模不大，有产品无产业。全县加工企业多数处在转型过渡期，各类经营主体规模不大、布局分散、竞争力不强，产

品创新提级不足，距离旗舰型、龙头型要求还有一定差距，短期内难以形成竞争优势，产业发展后劲略显乏力。例如，全县有

荷藕加工类企业 80多家，产品种类 250多种，但“宝应荷藕”品牌内聚力不够，产业整合度不高，导致无序甚至恶性竞争，既

影响企业抱团发展，又影响产业形成集聚。

营销力度不足，有内涵无外延。绝大部分经营主体的品牌营销力度不够，往往重视生产、轻视营销，对产品的外观设计、

包装品位不够重视，地域特色内涵未能充分彰显。经营主体和主推部门存在惯性思维，运用互联网、电子商务、新媒体等手段

不足，未能为农业品牌“出圈”助力提速。例如，“宝应湖大闸蟹”销售，不少是单家独户“披头散发”，未经“梳妆打扮”

形成品牌就卖，产品质量参差、溢价有限，直接影响区域公用品牌的整体形象。

基于“八宝”背景下品牌建设的实施路径

宝应将按照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突出高质量发展主线，充分彰显农业特色，抓紧实施、分类推进农业品牌战略，全力打造

农业区域公用品牌，做强新“八宝”特色产品优势，强化高知名度、高美誉度、高忠诚度的“三高”农业品牌建设，全面提升

农产品“八宝”品牌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做精“八宝”品质。一是实施“品牌+样板”行动，打造基地，管控产品质量。全面整合现有资源，积极争取各级政策资金，

按照“标准化、绿色化、智能化”要求，加大对“八宝”及其制品的“新技术、新品种、新装备”引进力度，率先打造一定规

模的种养殖基地等新型示范区，建立从饲料、养殖、加工到营销的质量追溯体系。二是实施“品牌+标准”行动，细化标准，彰

显产品特色。着眼差异化、个性化竞争，突出彰显宝应原产地优势元素，从种养环境、生长周期、种苗类型、规格口味以及产

品定位、形象设计、商标授权管理等方面入手，逐项细化“宝应湖”大闸蟹、甲鱼等特色水产以及“宝粮”系列大米的产品标

准，以刚性标准锁定产品特色。三是实施“品牌+项目”行动，推进项目，加大产品供给。嫁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等现有园区

资源，加快推进荷仙、宝粮等加工类和韵达、极兔等物流类项目建设，增强产品加工及物流能力。同时，积极争取上级政策支

持，力争在宝应湖开辟相关水域作为“宝应湖”大闸蟹、甲鱼等水产种苗繁育养护区，促进水产种业培优和水产养殖绿色持续

发展，进一步提升苗种品质及品牌声誉。

做强“八宝”品牌。一是打好生态有机牌。依托优越的生态条件和农业特色优势，不断发展壮大有机食品及大健康产业，

以有机农业园区建设为抓手，依托 72万亩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稻麦、莲藕）标准化生产基地，推进生态有机食品基地规模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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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积极引导企业申报“二品一标”，持续提升绿色优质农产品占比。二是打好精深加工牌。加大与农业集团、上市公司、全

国百强食品企业的对接洽谈与合资合作，进一步深化与外部知名科研机构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加快更多研究成果落地转化，促

进特色农产品加工产品多元化。引导企业更新设备和工艺，开发附加值高的产品，提升加工产业层次，培育一批农产品加工补

链型、旗舰型、融合型的领军龙头企业，打造一批产业链条全、质量效益好、与农民利益联结紧的农业全产业链。三是打好资

源整合牌。整合财政资金、部门人才和企业经营资源，成立农产品“八宝”品牌运营中心，加大县级财政扶持力度，出台品牌

建设奖励意见，募集社会化资本成立产业基金，通过贷款风险补偿、贷款贴息、农业贷款保证保险等多种形式，撬动更多金融

资本投入。实行区域公用品牌授权制度，采用“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双品牌推广办法，规范“八宝”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使

用与管理，提升品牌美誉度，提高产品复购率。

做优“八宝”品位。一是调整发展方式。既要从外部精准引进专业力量，邀请高校院所、广告咨询公司、农业智库公司等

机构单位加入品牌建设行列，为提升本地特色农业“把脉开发”；还要从内部精准培养内生动力，鼓励从业人员走出去拓眼界，

转观念促转型，确保产品产销紧跟时代潮流和市场动向。二是创新宣传形式。利用线下传统渠道和线上电商、社交平台，精准

适度投放广告，提升品牌和产品知晓度。加强与主流媒体合作，通过国家级媒体、直播电商、红人主播的力量，解锁“流量密

码”，带动农产品增销增利。深入挖掘“八宝”品牌文化内涵、地域特色，围绕大闸蟹、荷藕等特色产品，举办品牌推介会、

好物节、年货节等各类主题品宣活动，不断提高品牌曝光度。三是优化营销模式。打造县级电商直播中心，加强电商人才孵化

培养，积极进驻线上销售平台，提高电商平台参与度，利用淘宝、抖音等平台直播带货，提升品牌效应和顾客黏性。积极开辟

实体销售渠道，通过进驻商超、开设形象门店等形式，提升线下客户体验，丰富完善销售网络体系。积极参加国内外农产品展

销会、博览会等活动，进一步挖掘吸引消费新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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