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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供销合作总社

关于河南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第 1240918 号

提案的办理意见

吴颖委员：

感谢您对保护我省地理标志产品及推进一乡一品工作的重

视，希望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更好推进一乡一品，更好推

动河南地理标志产品传承保护、发扬光大。下面，向您简要汇报

我省供销社在推动地理标志产品及优质农特产品进入市场的主

要做法及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省供销社在组织地理标志产品及优质农特产品进入市场

的做法

供销合作社是党领导下的为农服务的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

具有比较完善的经营服务体系。一直以来，省供销社始终把推进

地理标志产品及优质农特产品上行作为光荣使命和重要任务，通

过引导农民合作社生产、培育地方特色品牌、多种渠道销售等方

式，在推动地理标志产品及优质农特产品走向市场发挥了一定作

用。一是领办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各地供销社围绕地方优势产

业，通过领办、与农民联办、出资参股、服务带动等形式，发展

种植、养殖、加工、流通、文化、旅游等各类农民合作社和合作

社联合社。截止 2020 年底，全系统领办创办农民合作社 727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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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联合社 238 个，入社成员 135.41 万个，信阳平桥马氏生

态茶叶、汝南一笑堂麦草、温县鹏宇怀山药、西峡龙华香菇、偃

师缑氏葡萄、洛宁春燕牡丹、林州大自然旅游合作社等一批专业

合作社在引导地理标志产品及地方农特产品进入市场中发挥了

积极的作用。二是打造地方特色产品品牌。重点是引导社有企业

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围绕茶叶、油茶、食用菌、蜂产品、果蔬、畜

禽产品、棉花等供销社传统优势产业，开展有机、绿色、无公害

等产品质量认证与管理，积极培育代表行业发展水平，具有明显

竞争优势、特色化的农特产品品牌和地理标志名牌产品。目前，

全系统 295 家农民合作社注册了商标，971 家农民合作社通过了

无公害、绿色和有机认证。三是构建农产品电商经营网络。按照

全国供销电商“一盘棋、一张网”的发展思路，我们由省供销电

商公司牵头，依托“供销 e 家”全国平台，搭建省级电商服务平

台，建设县（市）级电商运营服务中心，信息化改造乡村基层服

务网点，强力打造“网上供销合作社”。到 2020 年底，全系统注

册电子商务企业 65 家，开展电子商务活动企业 124 家，自建电

商平台 40 个，经营商品 1.7 万多种，2020 年实现电商销售额 77

亿元，其中农产品电商销售额 31 亿元。省供销电商“豫百味”、

信阳供销电商“信之味”、范县供销电商“范水兴农”等一批区

域农副产品品牌影响力逐步提升，深受广大消费者欢迎信赖。

二、省供销社系统组织销售农特产品面临的困难

多年来，全省供销社系统始终坚持“为农务农姓农”的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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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致力于建好农特产品经营服务网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自身资金积累不够，加上缺少政府部门必要的政策、项目、资金

支持，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在构建销售网络、创建经营品牌等

方面引导农民进入市场中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三、推进地理标志产品及地方农特产品进入市场的主要思路

正如您所描述的，当前更多的河南地理标志产品及优质农特

产品还不被广大消费者所了解、所熟知，迫切需要社会各界共同

努力，推动河南农特产品走向市场，打造一乡一品。根据您所提

的建议，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努力

成为河南地理标志产品及优质农特产品进入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和组织者。

（一）引导培育更多地方品牌。发挥供销社与市场、农民双

向联系紧密的优势，以县、乡供销社或社有企业为依托，领办创

办更多具有地理品牌标志、地域文化特色、主导优势产业类型的

农民合作社或合作社联合社，组织开展有机、绿色、无公害等产

品的质量认证与管理，提高地理标志产品及地方农特产品的市场

化程度和品牌的影响力。

（二）加快电商流通网络建设。由省供销电商公司牵头，发

挥“供销 e 家”平台引领作用，健全完善省级电商服务平台功能，

在电商交易、物流、金融、信息和技术服务等方面力争有大的突

破；加快培育县级电商运营中心，加快基层经营服务网点信息化

改造，构建县域电商经营服务“一张网”，并以此为依托，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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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农特产品电商发展模式，努力打造更多的一

乡一品；引导系统农特产品生产经营企业与淘宝、京东、三只松

鼠、良品铺子等知名电商企业开展合作，推进地方地理标志产品

及名优特新农产品全网销售；发挥电商平台的品牌塑造优势，依

托各地地域文化、优势资源、特色产业，努力培育一批网红农特

产品品牌，提高农特产品的市场知名度和品牌价值。

（三）组织参加产销对接活动。推动农特产品流通企业与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订单农业、产销一体、股权合作等模式实现

全面、深入、精准对接，引导农特产品遵循市场规律按照需求进

行生产。同时，积极组织系统农特产品经营企业、专业合作社参

加商品销售对接会、展览会、交易会、洽谈会、网上对接等各类

形式的产销对接活动，搭建线上线下产销对接平台，线上线下融

合发展，引导农特产品有序进入市场，努力推动河南农特产品引

领时尚消费潮流。

2021 年 4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