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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平顶山市优质农产品消费促进行动工作方案 

 

促进优质农产品消费是实现农产品优质优价、增强发展内生

动力的重要举措，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需求的必然

要求。为深入贯彻中央文件精神，认真落实农业农村部、省农业

农村厅统筹推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两个“三品一标”的部署要求，

实施优质农产品消费促进行动，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思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

实“四个最严”“产出来”“管出来”既要保数量，也要保多样、

保质量”等重要要求，按照保供固安全、振兴畅循环的工作定位，

以提高优质农产品市场占有率为目标，以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

品为重点，加强品牌培育，打造宣传平台，举办标志性活动，建

强营销渠道，全产业链拓展增值增效空间，让农产品“三品一标”

既要产得出、产得优，也要卖得出、卖得好，成为高品质、有口

碑的“金字招牌”。 

二、工作原则 

——质量第一，品牌提升。对标国际先进标准，严守质量生

命线，把优质农产品打造成为政府信任、企业信服、公众信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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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品牌。 

——创新方式，产销联动。充分调动和发挥地方资源和媒体

资源优势，结合各地区实际，因地制宜，开拓创新，上下联动，

共同推动，营造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的良好氛围。 

——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充分发挥政府在规划引导、政策

支持、资金投入、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推动作用。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优质优价市场机制，激发广大企业和

农户发展绿色优质农产品的内生动力。 

三、工作目标 

“十四五”期间，围绕全面叫响农产品“三品一标”，持续

培育一批绿色优质农产品品牌，持续打造一批公益宣传平台，持

续开展一批标志性宣贯活动，不断增强市场对优质农产品的认知

度和美誉度。在全市范围推动、引导、鼓励、支持市场主体设立

电商专馆、市场专区、商超专柜，培养推广专员，建立健全优质

优价机制。 

四、实施重点 

（一）加快培育绿色优质农产品品牌。按照农业农村部《农

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有关要求，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食

品骨干企业、出口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加快技术迭代

和质量升级，打造以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为核心的绿色优质

农产品品牌。支持脱贫地区加快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设立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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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通道，提供技术指导，打造一批特色农产品品牌。 

（二）打造“三展一训”宣传平台。扶持农产品生产经营主

体积极参与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有机食品博览会、中国国际农

产品交易会地标专展、农产品“三品一标”培训的“三展一训”

公益宣传平台的宣传推介。支持地理标志农产品入驻推进国家地

理标志农产品展示体验馆。鼓励县（市、区）举办优质农产品区

域性专业展会，推动建立多层次、专业化公益宣传平台。 

（三）多形式开展产销对接活动。积极参加绿色食品宣传月、

地标农品中国行、名特优新农产品推介等活动。引导支持农批、

商超、电商、餐饮、集采等采购商单位对接绿色优质农产品，广

泛邀请政产学研企参加行业性活动。运用“三微一端”等新媒体

进一步强化产销对接，开展市场信息交流服务，促进厂商合作。

积极参加优质农产品“豫沪合作”，提升我市农产品品牌影响力。 

（四）建强专业化推广渠道。加强与大型知名电商平台合作，

设立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电商专馆，支持优质农产品生产基

地和有关营销企业建设电商平台。引导批发市场、大型商超等设

立优质农产品销售专区、专柜，健全营销网点和渠道。加强优质

农产品推广队伍培训和管理，有针对性地培养一批绿色有机地理

标志农产品推广专员。 

五、实施方式 

按照“政府搭建平台、平台整合资源、资源推动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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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的优质农产品消费促进机制。 

（一）启动部署。各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按照农业农

村部、省农业农村厅的统一部署，同步启动优质农产品消费促进

行动。 

（二）组织实施。按照实施方案，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等

单位依托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有机食品博览会、中国国际农产

品交易会地标专展等宣传推介平台，加强优质农产品品牌宣传、

产销对接和营销服务。各县（市、区）要结合实际情况，明确目

标任务、具体措施、进度安排、支撑保障，推动任务落实落地。 

（三）总结凝练。农业农村部和省农业农村厅将协同打造一

批有影响力的部级、省级产销对接平台。各县（市、区）要认真

组织宣传推介活动，每年年底前将有关情况上报市局，如有需要

随时上报。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发挥市级农产品“三品一标”领导小

组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强化指导服务，推动措施落实。各县（市、

区）要成立相应的推进工作组，细化实施方案，统筹项目资金，

强化任务落实。 

（二）创新工作机制。鼓励各县（市、区）依托地理标志农

产品，建立激励机制，抓住传统节日、节庆假日和网络消费热点

时机，因地制宜组织各类农产品消费促进活动。加强产品质量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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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管理和信用管理，创新农安治理新机制。 

（三）强化总结宣传。及时总结经验做法、典型模式、发展

成果和工作成效，形成工作简报、实施动态等信息材料。研究典

型案例，组织互动交流，凝炼工作机制。充分利用各种媒体，持

续宣传报道，为优质农产品消费营造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