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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绥化市“都城地”建设高质量发展
———做强“寒地黑土”品牌研究
赵 爽

（绥化市委党校，黑龙江 绥化 152000）
摘 要：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农村产业价值是非常需要国家农业生产品牌战略加以引领，2017年农业部就已经确定了该年度是

我国农业品牌推进年。第一次把推动农业品牌化作为战略推动提升到整个国家农业战略支持层面。2018年的 9月，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
出“培育农产品品牌，保护地理标识农产品，打造一村一品、一县一业发展新格局。”2019年的 9月，中央一号文件还是第一次指出要创响
一批“土字号”、“乡字号”中国特色品牌。2020年的 5月，中央一号文件又是第一次发声，说到“加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
品认证和管理，打造地方知名农产品品牌”。近些年，绥化市将“寒地黑土”品牌建设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快了绥化农业品牌化的进程。

2017年，绥化开展了“五谷杂粮下江南活动”，“寒地黑土”品牌的农特产品走出走出东北、走向全国。在世界品牌实验室评选 2020年“中国
500最具价值品牌”活动中，“寒地黑土”品牌价值评估为 513.16亿元人民币，排名第 121位，这为进一步推动“都城地”建设向高质量发展
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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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农业形象品牌的概述
我国农业生产根据地形地貌特征和气候的不同，具有分散性特

点，这就决定了很多优质的农产品需要依靠区域公用品牌来标识这

些农产品的品质。然而，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不是一个新的名词，我

们熟知的大部分农产品地理标志都可以归类于此。

2018年 12月 10日，在中国区域农业品牌发展高峰论坛上，来
自全国各地的农业专家汇集于此，它们就“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和

“区域农业产业品牌”进行了科学的辨别和区分。采取“地域名字+
地域象征性实物或者创意性表达”就看作是区域农业形象品牌；没

有采取区域地理位置标志标识背书的，具有区域特色农业形象品牌

的则属于具有区域特色农业产业形象品牌。

绥化市借助作物生长的最佳纬度和白山黑水的地理条件，精心

筹划开启打造千亿级“寒地黑土”品牌建设方案。“寒地黑土”就是区

域农业形象品牌，它体现了绥化的地理属性，具有绥化的痕迹。同

时，“寒地黑土”又不局限于某一个单独的产品，而是整合绥化市农

业产业的特色，强调“市域内出产皆优品”。可以说，“寒地黑土”作为

区域农业形象品牌是一种公共背书，对品牌进行的整合，对区域优

势、农业产业优势和品牌经营管理优势等因素采取正向调节而产生

的结果。

2 农业品牌的战略体系架构
2018年的 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文件明确了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实施农业品牌提
升行动，加快形成农业品牌格局。农产品品牌的建设应该有内在可

以遵循的发展规律，我国现代农业品牌管理体制也应该有自身的内

在特点，基于此，农业品牌核心战略的结构应该是这样：区域农业形

象品牌、区域农业产业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这四个层次。它们

共同构成了农业品牌矩阵，并且呈现出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所以，

具体涉及到一个特色区域优势产业农产品，最好的架构运营模式应

该是四个在一起的组合，或是母子协同组合。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

是这个三角形的品牌顶端一定是区域形象品牌。

这种三角形特色农业品牌整合架构模式在地级市农业区域覆

盖范围内的采用更为灵活适宜，操作业更加顺畅，能够发挥好农业

的特色和优势，调动市县两级和产地企业的合作积极性。市级政府

层面负责推进区域形象农业品牌化的打造，引领推进市域特色农业

形象品牌化健康发展，县级政府层面负责推进区域特色产业形象品

牌化的打造，支撑区域特色产业的健康发展，企业负责特色产品形

象品牌化的创建。

区域特色产业中的品牌主要引导作用也就是品牌背书，只能直

接覆盖一个区域内发展特色产业所需要依托的特定产业地域，可以

有效促进区域产品的品牌形象不断提升。这两者的正确品牌定位方

式应该分别是指将区域性的整体产业形象优质品牌主要委托为企

业形象品牌、产品形象品牌主要做整体形象品质引领，区域整体产

业形象品牌主要视为整体企业形象品牌、产品形象品牌主要做整体

品质形象背书。两者不单独可以作为一个产品服务商标共同使用，

只能和其他企业服务商标、产品服务商标共同配合使用。绥化市域

在“寒地黑土”为区域形象品牌的引领下，叠加庆安大米、海伦大豆、

肇东小米等县域地理标志品牌。其中肇东小米又有若干家知名企业

商标作为支撑。

3 绥化做强野寒地黑土冶品牌的现实基础
（1）做强“寒地黑土”品牌具有天然的自然禀赋。寒地黑土在不

作为品牌之前，它是地理位置与土壤特性相结合的一个概念。绥化

市地区位于黑龙江省中部东北偏向西南、松嫩平原和呼兰河长江流

域的寒土高地原是黑土原的核心带原地带，也是世界三大寒地黑土

核心带地区。寒地黑土肥沃的原因就是土质疏松、富含有机质，指标

优化程度位于土壤之首，腐殖质含量是红土黄土的 5-10倍以上，因
此有了“黑土之王”的美誉。

绥化市辖区范围包含一个区三个市六个县，肇东市被称为中国

玉米开发综合利用之乡、安达市被称为中国奶牛之乡、海伦被称为

中国优质大豆之乡、望奎县被称为优质生猪之乡、兰西被称为著名

的亚麻之乡、庆安县被称为水稻之乡、青冈县被称为玉米之乡，绥化

就有了“塞北江南”的别称。

绥化整市加强黑土地的开发保护、利用和研究，在积极争取得

到国家重大项目扶持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人大立法来保护黑土地，

强化了保护措施。不断完善了保护制度体系的建设，全面履行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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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职能，强化了保护措施，把保护寒地黑土的与恢复水土工程相有

机地结合了起来，推进了植树种草，控制了水土流失，防范了工业污

染，新上的项目需要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因素，务必符合环境保护的

各项标准。全面落实了农业“三减的面积”，采取了根茬粉碎、秸秆还

田、深耕浅松、增施微生物肥、农家磷酸盐等措施，以提高土壤能量。

休耕养地，合理轮换劳动，保持好寒地黑土的勃勃生机与活力。我们

每个绥化人的保护意识上来了，保护这片寒地的黑土变成每个绥化

人的责任。大力开展退耕还林或者是草地还湿工程，做好松花江、呼

兰河两条流域水资源的综合整治，实现了水资源的有效优化配置及

高效节约。抓好了农作物秸秆的综合利用，着力解决由于农田中的

残膜及牲畜粪便等而形成的农村面源性污染，营造出了天蓝水清地

绿的良好生态环境。

（2）做强“寒地黑土”品牌具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多年来，绥化市
已经形成相对配套的产业体系和良好的产业基础，发展定位就明确

在把绿色食品和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作为第一支柱产业，构建“1+4+
N”现代产业体系，开头的“1”就是深度开发“原字号”把农产品精深
加工业打造成千亿级主导产业。

全市的玉米产业要成为亚洲最大的玉米精深加工中心，引进来

的企业有新和成、昊天、象屿。海伦市有 500万亩富硒土地，放大它
的“富硒核心区”优势，便可以打造绿色“硒+X”产业集群。肇东市正
在加大绿色有机食品种植面积，打造鲜食玉米生产基地，扩大经济

作物和饲草饲料比中等，同时，加快三产融合，建设寒地黑土产品集

散中心，重点打造粮食、畜牧业、乳品和饮品、饲料、果蔬、生物农业

留个产值超百亿元农业产业园。庆安县利用水稻产业在生态环境、

生产标准、产业基础的优势，突出开发水稻的产业链、价值链，着力

建设中国航天米产业开发先行区、全国优质稻米产业转型升级示范

区。绥棱县升级改造“老字号”，抓好米醋、白酒项目的建设，大力推

进冷链物流产业发展，打造四大物流园区。

（3）做强“寒地黑土”品牌具有丰富的运营经验。绥化市正在深
度开发孕育寒地黑土生命中的“金山银山”，确立了“寒地黑土+产业
品牌”和“寒地黑土+优质企业品牌”的双品牌战略。农投公司与市
域企业开展合作（绥化众望、庆安东禾、海伦硒谷、肇东大干），推动

“寒地黑土+绥化鲜食玉米”、“寒地黑土+海伦大豆”、“寒地黑土+海
伦大豆”、“寒地黑土+肇东小米”等一系列“寒地黑土+产业品牌”。
“寒地黑土+肇东小米”等一系列“寒地黑土+产业品牌”。与大庄园
集团、阿里盒马鲜生等多家知名公司合作开发推出“寒地黑土+大庄
园”、“寒地黑土+淘香甜”的双品牌果蔬农产品。

2019年，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区域农业品牌发展论坛上，绥化市
“寒地黑土”、“庆安大米”、“海伦大豆”、三个母子品牌晋级全国十强

品牌，其中“寒地黑土”位列第四位。

4 做强野寒地黑土冶品牌的实践路径
（1）集中打造“寒地黑土”优势产业集群。以绥化农投公司为杠

杆，以寒地黑土协会为纽带，积极优化整合寒地黑土优势资源、优势

产业、优势企业，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寒地黑土”产业集群。首先

是整合组建产业联盟。依托寒地黑土协会，组织优势企业成立大米

产业联盟、鲜食玉米产业联盟、瓜菜产业联盟这样的专属联盟，协商

议定资源共享、价格形成、对外营销等合作发展事宜。其次是整合组

建大企业达集团。鼓励支持大型龙头企业，通过入股、合约、特许经

营等现代企业合作形式，兼并重组小企业和合作社，组件大企业大

集团。最后是整合组建企业群。制定严格的“寒地黑土”会员准入、监

督管理、会员推出管理办法，对产品达标、企业诚信的企业和合作

社，正式纳入“寒地黑土”协会。大力扶持入会小微企业（合作社）升

级规上企业，支持规上企业转型股份制企业，集中打造规模大、实力

强的“寒地黑土”产业群体。

（2）开发有较强竞争力的“寒地黑土”优势产品。针对东北地区
产业趋同、产品趋同、竞争力弱的问题，着力在“品种、品质和品牌”

上下功夫，开发一批名优产品品、培育一批知名企业、叫响“寒地黑

土”品牌。一要精心开发优势产品。举办“寒地黑土”优品评比大赛，

开发挖掘有竞争力的“寒地黑土”好产品。积极推广应用中高端水

稻、鲜食玉米新品种，大面积提高优质品种的覆盖率，其中水稻要结

合地域积温实际，适当压缩圆粒、扩大长粒和稻花香面积，加快农业

生产由重点卖粮库的数量型向卖中高端市场的质量型升级。二要制

定产地环境标准和产品选品标准。抓住省里支持“寒地黑土”农产品

标准化体系建设机遇，依托绥化域内龙头企业，制定“寒地黑土”品

牌项下大米、鲜食玉米、瓜菜等产品行业标准，解决农产品非标准化

问题。同时，完善原寒地黑土物产产地环境标准。三要建立产品检测

和追溯体系。建立“寒地黑土”产品检测中心，为入会企业（合作社）

提供无偿低偿产品检测服务。争取国家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平台政策

支持，依托“农业云”大数据平台建设，构建联通全市“寒地黑土”种

养殖基地的物联网、产品可追溯体系，实现用工匠精准、绣花功能打

造地域品牌。

（3）建立统一规范、有效覆盖的“寒地黑土”系列产品营销体系。
通过“五谷杂粮下江南”活动，全市统筹解决制约“寒地黑土”物产走

出去的问题、物流仓储配套和品牌影响等瓶颈问题，提高“寒地黑

土”物产走出去的服务能力。一要建立“寒地黑土”线下营销体系。加

强与恒大农牧、中农批、浙农发等企业战略合作，重点推进“寒地黑

土+”双品牌新零售店建设，在主销区建设一批线下新零售店。积极
鼓励大中型涉农企业设立销售网点，进入中农批全国 80余个农产
品市场体系，引进优势企业进入浙农发“十城百店”线下营销渠道。

通过自建、合建和入驻等方式，构建有效覆盖主销区的线下营销网

络。通过租赁、合作等途径，着力解决域外中转仓建设问题，解决农

产品南下的物流成本高痛点问题。二要建立“寒地黑土”线上营销体

系建设。采用市场化运营模式，建设好“寒地黑土”市级电商平台。积

极与京东、阿里、网易等知名的电商企业开展伙伴合作，力争将大

米、鲜食玉米等优势产品打入阿里淘乡甜直采供应链，纳入网易严

选直营销售体系，搭建运营阿里、京东“寒地黑土”绥化官方旗舰店。

实施“千家好网店”培育行动，扩大农产品电商销售贡献率。加强海

伦大豆大宗交易平台建设，加快大宗农产品线上走出去步伐。三要

开展“寒地黑土”庆安水稻节、海伦鲜食玉米节等农事节庆营销活

动。把“走出去”和“请进来”结合得好，在抓好“五谷杂粮下江南”活

动，继续开展好“寒地黑土”庆安水稻节、海伦鲜食玉米节等农事节

庆营销活动，把国内外采购商、加工商等商流、人流和资金流吸引到

绥化，扩大“寒地黑土”产品销售额。

（4）突出目标抓好绿色食品种养加基地建设。建立绿色、有机、
安全、优质的种养殖基地，精心深耕绿色食品加工业，是提升寒地黑

土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保障。一要抓好绿色种养殖基地建设。按

照寒地黑土物产产地环境标准和绿色、有机食品操作规程，全市重

点建设庆安水稻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呼兰河流域水田现代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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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园区建设、“海绥北”非转基因大豆种植基地、兰明青望海蔬菜

产业经济带、“肇兰青”绿色食品杂粮、两大奶牛生产带等重大种养

殖基地建设。二要着力发展绿色食品精深加工业。发挥寒地黑土资

源和物产优势，不断延长产业加工链条，提升国内外市场竞争力。三

要大力提升产业价值链。要鼓励现有农产品加工企业，紧跟国内外

市场需求潮流，加大科技研发和技术改造投入，积极应用新技术、尝

试新品种，降低成本，提供产品竞争力，破解“原字号产品多、低端产

品多、高附加值产品少”的低层次产品价值结构。

（5）加强对“寒地黑土”品牌宣传和品牌管理。结合“五谷杂粮下
江南”活动，统一组织推进品牌策划宣传、管理和保护工作，大幅提

升“寒地黑土”品牌知名度、竞争力和生命力。要聘请专业公司对“寒

地黑土”品牌创意设计、产品卖点、市场推广进行专门策划，科学指

导品牌推广运营，加大外宣力度，避免在品牌建设上走弯路。创办

“寒地黑土”微信公众号、微博官方平台，在市县两级电视台、网站和

《绥化日报》、“绥化印象”公众号平台等媒体开辟“寒地黑土专栏”，

广泛宣传寒地黑土好资源、好物产、好企业、好产品。同时，利用中俄

博览会、哈洽会等展会契机，全面开展与国外同行业领域的交流合

作，全面提升“寒地黑土”品牌在国内外影响力。制定严格的“寒地黑

土”品牌授权使用、产品抽检、违规处罚和取消收回等办法，对产品

监测、售后服务、诚信监管出现问题的授权企业，进行违规处罚或收

回品牌授权，提升品牌含金量和吸引力，避免品牌被滥用乱用。要建

立品牌打假投诉维权机制，对接项目成立市县两级“寒地黑土”产品

打假投诉维权专职机构，对冒用品牌、不当利用宣传等行为依法打

击，受理消费者对入会企业产品质量、产品退换、合同执行等投诉维

权处理，提升“寒地黑土”品牌公信力和服务水平。针对入会企业、合

作社和县乡村三级干部，开展“寒地黑土”品牌管理使用系列培训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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