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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岳阳市绿色农产品产销行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岳阳市绿色农产品产销行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岳阳市绿色农产品产销行业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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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上岳阳 公用品牌使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垄上岳阳公用品牌运营管理的基础条件、职责分工、运营管理、预期效益分析、 评

价与管理等方面的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垄上岳阳公用品牌的使用和运营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316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

GB/T 32703 预包装类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信息发布通则

GB/T 32873 电子商务主体基本信息规范

GB/T 33992 电子商务产品质量信息规范

GB/T 35411 电子商务平台产品信息展示要求

GB/T 35409 电子商务平台商家入驻审核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垄上岳阳公用品牌

由岳阳市绿色农产品产销行业协会持有，在岳阳市行政辖区范围内，按照区域化、标准化、社会化

等要求共同打造的，使区域内相关产品与形象共同发展的公用品牌。

3.2

经营主体

依法取得“垄上岳阳”公用品牌授权的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包括生产商、销售商、

品牌服务商等。

3.3

品牌服务商

提供品牌增值服务而不参与品牌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的企业，包括品牌形象设计企业、品牌文

创产品设计企业、品牌咨询服务企业等。

3.4

对垄上岳阳公用品牌营销运营过程进行计划、组织、实施、改进和控制的管理过程和管理行为。

4 组织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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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绿色农产品产销行业协会作为“垄上岳阳”公用品牌的管理机构，负责“垄上岳阳”公用品

牌的日常经营管理与市场化运作，并接受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国资委、市财政局等相关部

门的指导和监督。

5 基础条件

5.1 产品

5.1.1 线下

在岳阳市行政辖区范围内生产的初级农产品、加工产品以及为提升、丰富品牌价值，围绕 “垄上

岳阳”开发设计的文创、旅游产品等。食品生产应符合GB 14881 的要求， 食品经营应符合GB 31621
的要求。

5.1.2 线上

应符合GB/T 33992、GB/T 35411 的要求规定。

5.2 人员条件

产业发展区域有充足的劳动力，能满足公用品牌相关经营主体、品牌服务商的生产、加工等需求，

且能接受产业相关的标准化生产技术培训和业务指导。

5.3 主体条件

5.3.1 线下

经岳阳市辖区登记注册，具有法定市场主体资格，并具有法律规定的相关资质；且具有一定的相关

生产技术和从业经验。

5.3.2 线上

应符合GB/T 32873、GB/T 35409 的要求规定。

5.4 运营条件

5.4.1 政府支持

当地政府有主导打造“垄上岳阳”公用品牌的意愿及需求。

5.4.2 队伍

当地政府及产业发展经营主体应有进行技术指导、服务的专、兼职人员。

5.4.3 市场

当地政府应创造良好产业运营激励机制，且产品质量突出，市场前景广阔。

6 职责分工

6.1 政府保障职责

6.1.1 摸底调研

6.1.1.1 当地政府组织对岳阳市当地气候环境、土壤条件、适宜生产的农产品，及相关种植、加工企

业、农户种植，生产意愿等情况进行调研，对农产品项目进行可行性评估。

6.1.1.2产业发展区域（县、乡镇）政府或行政部门（以下简称政府）需通过走访已有农产品种植户、

专业合作社、生产企业或邀请专家等调查当地情况，调查内容包括产品资源种类和数量、产品品种、

各品种产量与品质、原有种植养殖技术工艺、周边市场需求情况、市场流通情况、生产收入、生产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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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人员素质，以及生产大户、专业合作社、企业生产和运营情况。

6.1.2 制定规划

根据调查摸底情况制定垄上岳阳公用品牌产业发展规划，提出产业发展 目标、规划产业布局、组

织实施方案、保障措施和相关扶持政策。

6.1.3 政策保障

6.1.3.1 政策

政府要建立并不断完善垄上岳阳公用品牌相关产业发展体制机制，在基地建设、价格统筹、风险

保障、市场管理等方面形成具体措施，突出经营主体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带动作用，通过土地流

转、股权收益、劳务用工、订单收购、志愿者帮扶等方式带动小农户多渠道增收。

6.1.3.2 资金

政府在制定规划、出台政策的基础上，以技术服务采购、市场补贴、保险补贴等多

种方式，对实施主体(企业、行业组织、合作社、村委会)等给予资金支持。

6.1.3.3 技术

政府通过购买技术服务、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设备采购、龙头企业培育、资金引进等方式

推动垄上岳阳公用品牌相关产业发展。

6.1.3.4 保险

政府通过与保险公司对接，对帮扶对象实行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

6.1.4 监督评价机制

政府应加强项目资金的管理，对项目进度、产业带动情况等进行监督，对产业发展效果进行评价。

6.2 经营主体职责

6.2.1 职责

为农户提供低于市场价的农业投入品，开展品牌建设和全程技术服务；按照“订单生产价格保底、

随行就市、优质优价”方式收购符合标准的农产品并进行加工。

6.2.2 方式

开展标准化示范区建设，引进先进农机装备，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队伍，提升农产品生产管理水

平。在官方认可的追溯平台上如实录入生产加工信息，产品追溯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6.3 农户职责

提供符合生产农产品的土地，按照计划与目标进行生产，根据产业发展主体的指导和技术规程要

求，进行规范化生产管理。

7 运营管理

7.1 合同签订

政府、企业、村集体之间签订合同 （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和分工：包含战略合作协议、

产业发展协议、产品订购合同、产品收购合同、分红方案等。

7.2 项目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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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经纪人

发展产业经纪人，在村集体配合下开展产业动员，明确参与的农户、生产面积、培训计划、服务

人员等。

7.2.2 投入品

根据农户的需求开展包含种子、种苗、农膜、肥料、饲料、畜牧、鱼药、农药等农业投入品统购、

配送和服务。

7.3 项目实施

7.3.1 发展模式

“政府+企业+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

7.3.2 生产方式

按照“统一方案、统一技术、统一服务、统一购销、统一加工”方式进行组织生产。采取集中授

课、入户现场指导、组织考察参观、老带新互助、发放技术资料等多种形式开展培训与指导工作。

7.3.3 生产标准

制定相关标准，整个生产过程严格按照标的要求，组织农产品生产活动。

7.3.4 服务

规范化开展农事作业服务，公开服务规范和价格。

7.3.5 收购

生产主体应按相关标准的要求以及购销合同（协议）约定的相关条款，对产品及时进行验收，并

按照约定以保护价统一收购。并及时结清货款，不应拒收延收符合标准的产品，不应拖欠货款。

7.3.6 目标

通过品牌化运作，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7.3.7 项目监督

政府应对物资采购、技术服务、产品购销等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进行监督，及时发现问题

并予以纠正；岳阳市绿色农产品产销行业协会在主体生产过程中应随时协助相关部门了解生产情况，

监督控制产品质量。

7.4 监测和评价

7.4.1 监测范围

在产业发展项目实施区域，监测点具体可延伸至各参与乡镇、村集体、专业合作社和农户。监测

时间从每年的农产品种植、养殖开始至收获结束。重点监测产业发展企业、合作商、专业合作社、农

户农产品生产管理与加工的各个环节是否按标准执行等。

7.4.2 评价

检查种植、养殖基地 ，了解种植养殖基地生产管理情况 、检查农业投入品使用情况等；按照项目

建设要求进行验收。

8 预期效益分析

8.1 经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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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利润=产出－投入。

8.2 种植（养殖）户基础收益

8.2.1 年种植收益

年种植收益=种植面积 （亩） ×平均亩产量或交售产量 （斤） ×当年收购价， 种植品质不同收

益会有所差异。

8.2.2 年养殖收益

年养殖收益=年出栏量 ×交售产量 （斤） ×当年收购价， 养殖品质不同收益会有所差异。

8.3 种植（养殖）户其他收益
A

A

股权分红 、土地租金 、劳务收入等。

8.4 其他农户收益

股权分红 、土地租金 、劳务收入等。

8.5 市场补贴

对签订长期购销协议、采取保护价格收购产品的经营主体依据其实际收购量给予的补贴。

8.6 保险补贴

依据影响食用菌生产的主要要素，如气象条件、自然灾害等与保险公司协商制定保险产品。

9 项目评价与管理

9.1 评价

按照所签订的项目实施协议，对项目实施效果进行评价，主要评价内容包括帮扶责任、分工落实情

况，帮扶户收益等。

9.2 管理

项目由当地政府负责监督检查和验收，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和完成情况，进行阶段性考核，并按合同

规定拨付相应扶持资金。考核可采用现场检查、专家评审、种植养殖户走访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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