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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全面提升天水市畜牧业相关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竞争力,通过走访秦州区、清水县、张家

川县等部分县区畜禽养殖及屠宰企业、养殖合作社负责人以及从事畜产品品牌认证的工作者,全面

调研天水市畜产品品牌发展现状,深入分析行业发展面临的问题,结合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提
出天水市畜产品品牌的发展思路和对策建议,为天水市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提出有效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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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animal
 

husbandry-related
 

products
 

from
 

Tianshui
 

city
 

in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This
 

study
 

conducted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live-
stock

 

product
 

brand
 

development
 

in
 

Tianshui
 

by
 

visiting
 

enterprises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and
 

slaughtering,breeding
 

cooperatives,and
 

workers
 

engaged
 

in
 

livestock
 

product
 

brand
 

certification
 

from
 

Qinzhou
 

district,Qingshui
 

county,Zhangjia-
chuan

 

county,and
 

other
 

counties
 

and
 

districts.Furthermore,this
 

study
 

conducted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and
 

further
 

combined
 

with
 

the
 

goal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proposed
 

development
 

idea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city’s
 

livestock
 

product
 

brands,and
 

put
 

forward
 

effective
 

measures
 

for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in
 

Tianshu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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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民众生活质

量的持续提升,人们对畜产品的需求已发生了转变,

安全、环保且高品质的畜产品日益受到广大消费群

体的欢迎。中国作为一个畜牧业发展大国,畜产品

品牌建设是未来提高畜牧业相关产品在国内外市场

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根据不同地域发展特色和不同

产业发展重点,加速品牌建设进程,强化企业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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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扩大品牌建设宣传,提升品牌产品在市场中的

占比,是推动畜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行业整体竞

争力的关键措施。

1 天水市畜产品品牌建设现状

截止2023年底,天水市现有国家地理标志畜产

品品牌4个,绿色食品品牌4个,无公害农产品品牌

61个,甘味畜产品品牌5个;累计建成养殖龙头企

业96家,建成养蜂专业合作社98个,省级兽用抗菌

药减量化示范场6家,建成省级优质畜产品生产基

地1家,地理标志区域品牌“麦积山花蜜”品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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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万元。

1.1 优质的畜产品生产体系

一是天水市113个乡镇均设有农业农村综合服

务中心,有专门从事畜牧兽医工作人员,全市有村级

动物防疫员及协检员2
 

500人,已建立起一个涵盖

市级、县级、乡级至村级的全方位畜产品品牌建设体

系。二是天水市依据“畜禽品种优良化、养殖设施现

代化、生产过程规范化、防疫措施制度化、粪污处理

无害化”的高标准,积极推进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

的创建工作[1],截止目前,全市累计创建市级以上标

准化生产示范场107个。三是天水市依托规模养殖

场,通过建设基地、打造名牌、扶持龙头企业及拓展

市场等手段,积极推动“三品一标”畜产品认证工作。

天水市张家川伊味思牛肉和清水邽山蜂蜜获得“甘

味”名牌畜产品,新增认证绿色产品2个,完成到期

换证“三品一标”畜产品22个,进一步提升了天水市

畜产品“绿色品牌”效应。

1.2 紧抓养殖场减抗行动

针对生猪、蛋鸡、肉鸡、肉鸭、奶牛、肉牛及肉羊

等关键畜禽品种,天水市正有序推动兽用抗菌药使

用减量化行动。目前全市134家畜禽养殖场通过县

级减抗达标验收,整体推进率达25%,其中14家畜

禽养殖场通过市级减抗达标验收。截止2023年,全

市35%以上的规模养殖场实施减抗行动,肉蛋奶等

畜禽产品的兽药残留监督抽检合格率稳定保持在

98%以上,其中县级以上畜禽养殖龙头企业、县级以

上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存栏300头以上肉牛养

殖场、500头以上肉羊养殖场已全部开展减抗行动。

1.3 建立健全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长效机制

一是先后出台了《天水市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应急预案》、《天水市饲料质量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等应急预案,构建起了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应急

响应机制,显著增强了应对突发性事故的能力。二

是市、县两级不断加大投入,组织执法人员,以执法

检查、技术指导、驻村帮扶为契机,利用短信微信和

电视广播广泛宣传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的知识和法

律法规。继续加大管理相对人业务培训,举办了“三

品一标”畜产品内检员培训班,进一步提高生产经营

使用者的责任意识、守法意识和维权意识[2]。三是

制定了一套“主体自主申请、县区审查、市州审查、省

级认定”的天水市“甘味”畜产品品牌认定工作程序,

为当地畜产品品牌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存在的问题

2.1 “三品一标”知识普及程度不够

目前众多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认知尚显浅显,

他们普遍仅认识到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及地理标

志农产品的高品质与高价位,却未能充分理解这些

产品背后所推崇的无污染、安全、健康的绿色消费理

念[3]。部分乡镇发展势头不够强劲,主导特色优势

产业发展不明显、不突出,品牌化、标准化程度较低,

畜产品科技含量不高,没有真正形成“一镇一业、一

村一品”的产业化发展格局。

2.2 良种繁育体系亟待完善

天水市在畜禽养殖领域面临多重挑战,具体表

现为规模化经营、专业化管理以及产业化发展水平

相对较低。此外,基础母畜占比偏小,导致繁殖效率

低下,进而使得畜禽总量增长趋于平缓[4]。同时,良

种繁育体系尚不健全,加之育种经费与人力资源的

投入不足,这些问题共同制约了天水市畜产品品牌

的快速发展,并阻碍了品牌建设结构的优化升级

进程。

2.3 畜产品生产全产业链延伸不够

目前养殖户还是停留在活体动物交易上,以初

级产品的形式销售,造成产业链条不长,畜禽深加工

企业少,加工水平不高,加工品种少等问题,缺乏集

动物屠宰、加工、物流和销售为一体的龙头企业,导

致产品增值空间不大。目前,全市共6家定点屠宰

场,其中天水市唯一一家牛羊定点屠宰场张家川联

民屠宰场现处于半生产状态,附加值不高,市场占有

率低,这对天水市牛、羊产品的安全性造成了较大的

影响,远远不能满足全市对精深加工牛、羊肉的需

求。全市现有无公害生猪及猪肉产品品牌数量不

多,覆盖面不大,带动力不强,无大型肉品冷藏储运

企业,无绿色、有机生猪或猪肉产品。

3 对策建议

3.1 发展思路

提升绿色优质畜产品比重、优化畜产品品质和

特色、提高优质畜产品市场占有率、全面推行承诺达

标合格证制度来提高社会认知度。以基地为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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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畜产品生产供给体系逐渐形成;标准化引领品

质提升的技术模式和推进机制逐步构建,品质提升

可量化、可评估、可感知;使天水市优质畜产品美誉

度更高、市场认知度更强,畜产品优质、优价机制更

加健全。

3.2 主要目标

到2025年,全市绿色优质畜 水 产 品 比 重 达

20%以上;努力建设5个省级优质畜水产品生产基

地、建设5个省级优质畜水产品生产县区、10个市

级优质畜水产品生产基地;培优区域特色品种3个

以上,编制生产操作规程3项,集成并推广现代畜牧

业优质绿色生产技术、转化形成有关标准综合体3
项;培育具有天水特色的“甘味”系列区域公用品牌

和企业商标品牌各5个,推动、引导、鼓励、支持市场

主体设立市场专区2个、商超专柜5个;县域内规模

养殖场开具使用合格证覆盖率达到90%以上。

3.3 保障措施

3.3.1 转变思想,壮大品牌主体力量 一是牢固树

立农业基础地位。深刻认识到农业在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将“三农”工作置于首要位置,

确保在资源分配、资金投入、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给

予优先保障,不断巩固和强化产业发展的根基[5]。

二是必须打破小型养殖场户的局限性,改扩建传统

的小规模养殖场(户),改善传统经营模式,积极推动

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以此提升畜产品品牌的发展

层次与竞争力[6]。三是要树立现代经营观念。用发

展工业的理念来谋划畜牧业、经营畜牧业、管理畜牧

业,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优化产业机构,做大做强现

代经营主营主体,加大对张家川肉牛东中西产业园

的投资力度,要在天水市肉牛产业着力在集群发展、

提质增效、延链补链、品牌营销、三产融合上多下功

夫[7],积极推荐认证“名特优新”肉牛品牌,推动现代

畜产品品牌高质量发展。四要建立畜牧业龙头企业

可牵头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如唐人神集团和君太华

远企业可以带动和支持周边小养殖户与小规模养殖

场,积极开展带头人轮训计划,积极培育品牌建设的

内部专业人才,同时向本地区农民及其他小规模农

业经营主体开放,培育一批乡村级高素质品牌建设

的专业骨干,为基层畜产品品牌打造注入高素质人

才支撑,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建

立企业与本地养殖场户间的利益分配机制,达到繁

育、生产、加工、销售环节的利益共享,加快畜牧产业

提质增量,高质量高水平发展,共同打造具有地方特

色的畜禽养殖品牌。

3.3.2 全链条发力,优化特色畜牧产业布局 在稳

定全市畜牧业发展前提下,突出地域特色,坚持做强

张家川红花牛、清水粉壳蛋、麦积山花蜜和邽山蜂蜜

等特色优势畜产品,以打造跨县区产业集群、“一域

一业”规模基地、“一镇一特”畜牧业强镇、“一村一

品”畜牧业名村为支撑,打造一批现代产业园、产业

强镇和加工强县。加快推进产业聚集和优势特色产

业带建设,以龙头企业为标杆,聚焦基础好、规模大、

整流域、整片带提升优势区域畜牧业标准化生产、集

约化经营水平。均衡发展生猪、家禽、蛋鸡产业,增

加奶牛、肉羊和肉牛的养殖比例,加快红花牛品种的

更新速度,全面提升天水市畜产品品牌影响力。其

次,组织农产品经销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

体参加各类展会,重点参加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

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兰

洽会、敦煌文博会、杨凌农交会,继续组织开展好张

家川红花牛、东岔桃花沟蜂蜜和邽山蜂蜜宣传推介

暨招商引资洽谈签约的宣传推介活动,依托伏羲文

化旅游节、“农民丰收节”等平台载体,加大宣传推广

力度,不断提升全市优势特色畜产品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在电视、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制作播发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公益广告,加大推介天水特色“三品

一标”和“甘味”知名畜产品力度。建立天水特色“三

品一标”和“甘味”知名畜产品微信公众号,开展畜产

品品牌征文比赛、摄影大赛、巡回推介等宣传推广活

动。在国内知名电商平台举办天水特色“三品一标”

和“甘味”知名畜产品网上促销和宣传推介活动,加

强与知名网媒合作,专题推介天水特色畜产品,开展

互动宣传和网上促销等活动。

3.3.3 着力构建农产品市场网络体系 按照统筹

规划、分级实施,市场运作、政府引导,完善功能、体

现公益的原则,在全市逐步建成布局合理、分工明

确、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畜产品产地三级批发市场

网络体系。围绕畜禽和蜂蜜等畜产品及其加工品销

售,进一步完善秦州瀛池、麦积东部、武山洛门、甘谷

浙江商贸城等农业农村部定点批发市场,规划新建

5212期           张文浩,等:天水市畜产品品牌建设对策研究分析



1处规模较大、设施装备先进、市场信息化程度高、

市场交易规范、产销对接紧密的区域性畜产品交易

中心。引导畜产品流通企业在畜禽动物及畜禽产品

等特色畜产品产地,建设一批集采购物流、分拣加

工、冷藏保鲜、信息服务为一体的区域性畜产品产地

批发市场。按照“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方便群众”原

则,改造提升一批乡镇农贸市场,实现畜产品产地批

发市场主产县区全覆盖、农贸市场重点乡镇全覆盖。

为提升生鲜畜产品的保鲜与配送效率,应在定点屠

宰场及规模化养殖场内建设一系列以小型冷库为核

心的气调库设施。同时,积极扶持冷链物流企业拓

展配送服务,倡导并鼓励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冷链物

流新业态发展,着力解决生鲜畜产品配送“最后一公

里”问题。

3.3.4 加快培育天水特色“三品一标”和“甘味”知

名畜产品品牌 紧盯特色优势产业和终端市场需

求,建立多方联动的品牌培育和宣传推广体系。市

级负责天水特色“三品一标”和“甘味”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打造和推广,县区负责本区域内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企业商标品牌打造和推广,畜牧业龙头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负责

各自商标品牌打造和推广。在全市重点旅游景区

(点)旅游商品销售区,设立天水特色畜产品销售点,

把天水特色畜产品作为知名旅游商品打造。各县区

要依托当地优势产业,积极申报创建“中国特色畜产

品优势区”。要继续抓好清水粉壳蛋、麦积山花蜜、

关山牧歌肉牛、伊味思卤肉、张家川红花牛等区域产

品品牌推介工作,并引导新型经营主体打造一批企

业商标品牌和产品品牌。天水市畜牧兽医局要会同

相关部门设计推出天水特色“三品一标”和“甘味”知

名畜产品品牌标识,各县区要分别设计推出各自的

区域公用品牌标识。大力支持农业龙头企业设计推

出企业商标品牌。

3.3.5 培优引强,健全良种繁育和销售体系 一是

建立良种繁育体系。鼓励唐人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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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增强生猪育种创新能力

和良种供应能力,提高种源自给率。积极争取将天

水市生猪生产纳入全省现代种业提升工程支持范

围,提升猪种质资源开发能力。同时,要在秦州、武

山、甘谷及麦积等县区配套建设一批良种扩繁场和

父母代良种繁育场。二是打造蛋鸡产业优势区,以

麦积区、秦州区、武山县、甘谷县为重点,大力发展良

种蛋鸡和肉鸡全产业链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养

殖。以海兰褐、罗曼、京粉1号等为主推品种,加强

服务体系建设和技术组装配套,建立现代蛋鸡产业

优势聚集区和禽蛋生产加工基地。三是做强清真牛

羊肉产品,鼓励屠宰加工企业建设冷藏加工设施,推

动物流配送,企业完善冷链配送体系,促进“运活畜”

向“运肉”转变。倡导健康消费,逐步提高冷鲜肉品

消费比重。提升张家川县伊味思清真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生产能力,将年生产能力提高到800
 

t,实现产

值5
 

000万元,继续宣传打造“伊味思”甘肃省著名

商标品牌,不断增加熟肉产品品种,全力拓展营销市

场,以青岛、大连、广州、兰州、西安、重亲等城市为

主,辐射全国主要城市,进一步提品牌影响力。

3.3.6 示范引领,推进畜牧龙头企业全链条发展 
一是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实施“以大带小”战略,积

极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和唐人神“3

+”养殖模式,引导鼓励中小养殖户与唐人神、兰州

正大公司等大型企业结成利益联盟,实现畜禽养殖

分级管理、养殖效益差异分配,最大限度地规避市场

风险。二是强化预警监测。每季度对畜牧业经济运

行情况进行调度分析,及时发布有关饲料原料成本

和生猪市场行情信息,从降低养殖成本和把握市场

行情两方面,积极指导全市养殖场户调整优化饲养

方式、准确把握出栏时机,有效规避市场波动风险。

三是优化屠宰产能布局。建议优化屠宰产能布局,

以新建武山唐人神100万头生猪全产业链大型屠宰

企业为龙头和张家川县哎奈斯科技有限公司(牛羊

屠宰场);建成秦安县、清水县生猪定点屠宰场;改扩

建麦积康晟、秦州益康、武山益民生猪屠宰场和张家

川清真牛、羊、鸡屠宰线,使产能提升一倍;积极开拓

天水市家禽定点屠宰及深加工项目,丰富天水市肉

类产品种类,提升天水市畜牧业产值。四是鼓励支

持屠宰企业全产业链一体化经营,持续推进畜禽屠

宰行业转型升级,用产业牵头带动,充分发挥合作社

辐射带动作用,使原料生产、原料供应和产品深加

工、销售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联合社+合

作社+农户+屠宰加工+销售+农机培训+电子商

务”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引导天水康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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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等屠宰企业采取采购、屠宰、销售一体化的自营模

式。五是鼓励支持养殖、贩运、销售等上下游利益群

体参股入股屠宰企业。推动行业整体发展,根据不

同规模企业特点实现优势互补。引导大型屠宰企业

如甘肃美神、甘肃川恒、甘谷丰裕等在同一个区域内

全产业链布局,形成生猪养殖、屠宰、加工、配送、销

售一体化融合发展,同时建设冷链物流体系,发展精

细分割、深加工等,提升产品附加值,打造天水市生

猪产品品牌建设“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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