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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当力度的支持，崇明区农业农村委副主任陈军告诉记者，通

过狠抓生产过程，从源头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目前崇明绿色

食品认证率达到91.8%。2018年至2020年，崇明区每年开展1万

亩规模“两无化”水稻种植。2021年，“两无化”水稻进一步扩

大生产规模达3万亩，其中在横沙乡推进整建制“两无化”水稻生产，

内容上也更加丰富，加入了5000亩次“两无化”蔬菜种植。

崇明走的“两无化”之路，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绿色生态

有机的健康农产品，让每一位消费者买得安心、吃得放心；更

重要的是，当“两无化”之路走通后，更多农产品被纳入“两

无化”的发展路径，崇明得以从根本上根除农业面源污染，还

田野整洁干净。

绿色成为崇明的“底色”，“绿水青山”成为崇明源源不

断的“金山银山”。

“崇明品牌”是坐着轿车出去的

地间种的菜能否卖出去，能否卖出好价钱，曾是崇明农户

最头疼的问题之一，相比青浦、奉贤等上海其他郊区，崇明农

产品销往主城区的运输距离来回多出约 110 公里，这让当地的

菜价竞争力不足。

“崇明农产品不能‘坐着卡车’出去，而要‘坐着轿车’出去”，

崇明区领导的这句话，可以说为崇明农产品的发展指出了一条

明路——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打造市场认可度高的品牌农业。

崇明大米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崇明独特的沙质土壤和温润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宜水稻生

长。崇明的稻米种植技术可以追溯到唐武德年间，历史悠久。

崇明大米晶莹剔透、软糯香甜，煮出来的米饭粒粒分明，成为

崇明区首批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之一。

第一批 1 万亩崇明“两无化”大米正式上市时，虽然售价

不便宜，但这些“米中贵族”还是被消费者一抢而空。

事实上，品牌农业，作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正成为崇

明区的下一个工作重点。

据崇明区农业农村委秦秋炜介绍，近几年，崇明成功注册“两

无化”“山水”商标，“崇明大米”成功注册国家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

此外，为推动崇明优质农产品转型升级，让更多消费者能

够享受到餐桌上的安全和美味，崇明区大力整合绿色农产品区

域公共品牌，目前已成功打造崇明大米、崇明清水蟹、崇明白

山羊、崇明翠冠梨、崇明金沙橘、崇明蔬菜等 6 大崇明农产品

区域公共品牌。

“依托崇明优质的生态环境，我们努力将本体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通过品牌农业的打造，提升崇明农产品的产品力。”

秦秋炜告诉记者：“想要进入我们的区域公共品牌中，必须要

符合崇明自己制定的质量标准体系，达到标准才能获得授权。”

农产品产品力足够了，接下来就是和市场的对接。

在面向销售市场的过程中，除了传统的销售渠道外，崇明

不断开拓新模式，与联华超市、盒马鲜生、叮咚、本来生活网、

清美食品等优质销售主体不断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记者了解

到，今年 5 月，中环百联内即将开出一家崇明优品的品牌店，

这无疑是崇明品牌拓展版图的一个起点；直播带货等“农业 +

新零售”业态也取得了新突破。

此外，针对市场上一些对崇明品牌的侵权和仿冒现象，崇明也

将坚决说“不”，秦秋炜透露，崇明已聘请了专门的律师团队，“从

崇明大米开始，做一些市场规范和打假行动，保护崇明的品牌形象”。

近期，借着第十届中国花博会在崇举办的契机，崇明农产

品区域公共品牌也将同步开展系列联合宣传及推广活动，促进

花博经济与上海品牌的融合发展，共同提升崇明农产品区域公

共品牌和第十届中国花博会的影响力。

作为上海最大的农业区，我们期待，崇明在打造一批全国

领先、世界知名的农业品牌之路上，能开创出一种有特色、可

复制的崇明模式。

崇明区委副书记、区长缪京表示，崇明作为上海最大的农

业区，农业品牌不仅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通行证，也是满足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有力支撑，更是崇明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

现、生态岛形象的亮丽名片。崇明将积极践行“聚力双循环，

引领新消费”理念，全面实施崇明农业品牌发展战略，全力以

品牌建设引领崇明优品全球共享。

崇明大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