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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施农业品牌战略是实现乡村振兴重要载体，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是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品牌宣

传对生态农业发展的助推作用也显得尤其关键。通过对安徽棋盘塔生态农业品牌的宣传渠道、内容和效

果等现状考察，进一步分析地方生态农业品牌宣传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提出适合安徽省棋盘塔生态农

业未来品牌建设的优化策略，为当前地方农业品牌宣传提供参考经验。 
 
关键词 

地方农业，品牌建设，宣传策略 

 
 

Research on Local Agricultural Brand  
Promotion 
—Taking Anhui Qipanta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s an Example 

Shangshu Jia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Chuzhou University, Chuzhou Anhui 
 
Received: Feb. 23rd, 2024; accepted: Mar. 31st, 2024; published: Apr. 9th, 2024 
 

 
 

Abstract 
Implementing an agricultural brand strategy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achieving rural revitaliza-
tion. Vigorously developing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and brand promotion plays a particularly cruci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
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By examin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romotion chan-
nels, content, and effects of Anhui Qipan Tower’s ecological agriculture brand, this study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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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of local ecological agriculture brand promotion, and 
proposes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suitable for the future brand construction of Anhui Qipan 
Tower’s ecological agriculture, providing reference experience for current local agricultural 
brand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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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中共中央陆续发布重要文件，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1]。2022 年 6 月，农业农村部印发《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2022~2025 年)》，明确提出农业品牌是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数量农业向高效农业的转变过程中，依托地方农业

特色打好绿色生态牌，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农村生态环保和农民富强幸福具有重要意义[2]。农业品牌建

设离不开品牌宣传，互联网时代农产品销售“酒香也怕巷子深”，加大农业品牌宣传力度，对提升农业

品牌知名度具有重要意义。 
安徽宣城“棋盘塔”生态农业公司(简称“棋盘塔”)利用优质水土资源，打造规模化、产业化和特色

化农业发展模式——“稻虾轮作”，建立“棋盘塔”生态农业品牌，推出优质农产品水稻虾和虾稻米。

通过种、养殖基地，建立健康、绿色品牌农产品形象，同时推动休闲文旅产业、打造生态农业的田园综

合体，成为国家新农村示范基，但目前“棋盘塔”品牌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品牌宣传方式较为传统、

单一，宣传渠道主要是自有媒体和当地传统媒体；宣传内容重复、简单，尚未成为全省知名农业品牌。

“互联网 + 现代农业”背景下农业品牌宣传要创新宣传，要想提高“棋盘塔”生态农业知名度，这就需

要加强新媒体环境下农业品牌宣传。 

2. 棋盘塔生态农业品牌宣传现状 

(一) 宣传渠道 
1. 依托周边居民的人际传播 
棋盘塔生态农业品牌宣传的首要方式是依托周边居民进行人际传播。通过与周边居民建立良好关系，

进行口碑传播，让他们成为品牌的忠实支持者和传播者。这种方式不仅可以有效地将产品推荐给潜在客

户，还可以增加品牌的可信度和认可度，达到“口碑营销”的效果。 
2. 借助主流媒体的大众传播 
大众传播媒介具有传播范围广、影响大、速度快的特性，是农业品牌宣传的重要方式和渠道。宣城

棋盘塔有限公司主要以报纸媒介和网络媒介为主要渠道，在安徽日报上对小龙虾进行了宣传，在人民网

上宣传了稻虾田，在宣城新闻网上宣传了皖南首家小龙虾加工基地。 
通过与报纸、电视、网络媒体等合作，将品牌故事、产品特点等信息传播给更广泛的受众，提升品

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合理选择主流媒体、制定合适的传播计划和方式，是实现品牌宣传有效覆盖的关键。 
3. 利用新媒体进行产品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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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媒体营销的技术方式越来越多。新媒体信息容量大，传播快捷、受众

广泛，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打破传统媒体相对固定、覆盖有限的局限，拓展了宣传空间。生态农业品

牌若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获取一席之地，就需要通过应用新媒体对农业品牌进行大力推广。通过采取

积极的措施促进农业品牌持续发展，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品牌，提高农业品牌的市场竞争力。 
以宣城棋盘塔有限公司为例，企业宣传部门在原有互联网网站、电视、报纸等媒体的基础上，开通

棋盘塔生态农业微信公众号、奋进新闻客户端、手机报、抖音等新媒体，运用“互联网+”技术，利用网

络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产品的竞争力。在推广生态农产品时，棋盘塔通过网络短视频、抖音等平台，

加大了生态农业的宣传力度，让更多人认识到其生态农业的发展[3]。 
4. 通过赛事活动提高知名度 
通过赛事活动提高知名度也是一种有效的宣传策略。棋盘塔有限公司通过组织各类相关的比赛、展

览以及公益活动，如举办农家乐、举行了第三届稻虾丰收节、创立了水稻生产农机农艺融合示范基地、

建立了棋盘塔生态采摘园(有“湖景蜜露”桃、苹果梨、蜜龙火龙果、菜苔等)、参加了全国第八届品牌故

事大赛，而且也曾作为星光大道比赛场地(棋盘塔专场赛)。通过活动的举办，向外界展示了其品牌形象，

吸引更多公众的关注和参与，从而更好的提升其品牌的整体影响力和美誉度。 
(二) 宣传内容 
1. 农产品销售 
线上主要通过抖音、报纸、公众号等平台，宣传其特色农产品，如宣州鸡、“宣海棠”牌宣木瓜，

“棋盘塔”牌虾稻米，小龙虾、稻虾田等产品。线下主要通过举办农家乐、第三届稻虾丰收节、建立棋

盘塔生态采摘园等活动，初步形成了以龙虾、虾稻米为主，农家乐、采摘园为辅的产业链，有利于塑造

其品牌轰动效应，从而提升其特色农产品的社会知悉度。 
2. 生态基地活动 
棋盘塔有限公司主要创立了水稻生产农机农艺融合示范基地，农机农艺融合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

了当地农民的经济收益[4]。持续推广该技术，一方面提高当地的农业生产效率，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

使农民有更多的精力去从事其他工作。另一方面该项技术省时省力高效，激发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从而

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生产，提高农产品的品质[5]。 
3. 生态农业理念 
生态农业对于农业经济发展有着多面化的影响，对农业生产力、生产环境、产业结构、产品质量具

有关键性影响，促进了经济高速发展，落实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有利于强化经济质量，为国民经济整

体发展提供有效保障[6]。 
棋盘塔有限公司始终秉承着绿色有机的农业发展理念，以龙虾、虾稻米为主，农家乐、采摘园为辅，

加强其产品的自然资源质量，维护生态系统，奠定其农业经济发展基础。 
(三) 宣传效果 
1. 产品有特色，活动有热度 
棋盘塔生态农业产品独具特色，采用绿色种植和无公害农产品种植方式，受到消费者的追捧和赞誉。

同时，宣传活动丰富多样，充满创意和热度，例如农场开放日、采摘节等引人入胜的活动都吸引了大量

游客。这些活动让消费者更加深入了解品牌，增强了品牌的吸引力。 
2. 客源趋稳定，收入有保障 
棋盘塔生态农业的客源呈现出渐趋稳定的趋势，为品牌带来了稳定可观的收入。随着品牌影响力的

不断扩大和口碑的传播，客源也愈发均衡和稳定。不仅吸引了周边居民和游客，还有一部分忠实的回头

客和长期合作客户。这种客源的趋稳定，也为棋盘塔生态农业带来了持续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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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为当地知名农产品品牌 
棋盘塔生态农业在当地已经成为知名农产品品牌。通过持续不断的宣传和推广，棋盘塔生态农业已

经深入人心，成为当地颇具影响力的农产品品牌。形形色色的宣传活动，传播了品牌的理念和形象，使

得棋盘塔生态农业跻身为本地区的鲜明名片，并在农产品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3. 棋盘塔生态农业品牌宣传存在的问题 

(一) 宣传意识不够，方式较传统 
1. 传播缺乏系统性，难以形成链条 
宣城棋盘塔有限公司在品牌发展方面起步较晚，在关于如何更好的创立及维护品牌或者提升农产品

传播效率等方面，处于经验摸索时期，主要以传统的电视新闻，广告，宣传页等宣传形式为主，手段固

化且单一，并且在品牌文化深层次方面的挖掘欠缺，再加之受到资金的限制，传播宣传推广时力度较小，

专业品牌的素养较低，难以形成链条造成其品牌传播缺乏系统性。 
2. 传播缺乏长期性，品牌意识不强 
乡村振兴下农产品品牌宣传是将最具有当地特色的农产品推广出去，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进而购买，

提升市场份额及品牌附加值。但是宣城棋盘塔公司对于品牌的传播并不重视，缺乏品牌建设意识。出现

此情况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经营理念固化，将重点放在了产品质量上，认为只要质量好，消费者自然会购

买，却对品牌传播强大的功能性忽视。由于经济实力薄弱，在品牌宣传方面意识淡薄，前期宣传力度大，

后劲不足，对于品牌的运行规划宣传管理缺乏长期性[7]。特别是近几年，农产品同质化明显越来越多的

特色产品跻身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棋盘塔公司如果无法从精神文化角度占领市场，即使有自己的品牌，

但品牌形象尚未塑造，品牌也只能成为商标，影响其竞争力。 
3. 传播缺乏差异性，产品同质化严重 
品牌的竞争实质上是差异化的竞争。各地区出现了同品类地标产品竞争日趋激烈的态势。以大米品

类为例，根据中国农业品牌公共服务平台呈现的数据，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我国已有 94 个大米类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分布在全国 14 个省份的 94 个不同行政区域。这些以“地标 + 大米”为名称范式

的大米区域公用品牌同时涌入市场，形成了新的品牌同质化问题——棋盘塔公司的“虾稻米”所凸显的

产地特色，特别在何处？因此，重新打造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差异化竞争优势，是破解跨地域农产品

同质化困境的必要路径。 
(二) 宣发少而不精，内容缺创新 
1. 人才匮乏，品牌传播力不从心 
随着现代化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以大数据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已经充分渗透到各

个行业的发展中，并且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棋盘塔公司品牌传播中，新媒体的优势并未充分地

发挥出来。企业未针对农产品增设专门的宣传网站，不管是在品牌策划还是传播推广团队建设方面均表

现出力不从心、能力有限。棋盘塔企业是从种植户发展起来，真正缺乏的是特色农产品营销与新媒体传

播相融合的高、精、尖人才队伍，专营团队以及售后服务人才，缺乏市场策划的相关经验和品牌推广的

专业知识，把发展重点放在农产品的收购和产品的质量管理，对于如何高水平管理品牌和运作市场尚不

知情。人才缺失使得相关品牌传播和运营造血功能薄弱，不利于品牌的长远发展[8]。 
2. 忽略定位，对消费者关注度低 
乡村振兴战略在发展和繁荣乡村经济的同时，也会促进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购买力得到了

极大的提高，更倾向于追求美好生活，对农产品的品质和定位都会提出更高，更具有个性化的要求。统

一的批量的流水线式的农产品宣传模式并不能满足所有消费者的需求，针对农产品高端定制的个性化宣

https://doi.org/10.12677/jc.2024.122045


贾尚姝 
 

 

DOI: 10.12677/jc.2024.122045 291 新闻传播科学 
 

传，可能更符合消费者的要求。棋盘塔品牌战略的实施，应该深入了解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与消费者

建立有效的沟通和服务机制，而不是降低消费者对产品的满意度，使消费者失去信心，进而导致品牌传

播的范围越来越窄，最终失去市场[9]。 
3. “网感”偏弱，宣传创新不足 
在特色农产品的销售中，棋盘塔公司虽已开设网销通道，但在多样化的商业规模式下，实则还在延

续电商固有的营销模式，未能充分发挥大数据支持下利用农产品数据进行科学决策的属性作用，在品牌

传播过程中的宣传创新和品控方面仍存在严重短板。 
(三) 品牌效应局限，效果不显著 
1. 局限于单一产品，收入不稳定 
水稻虾和虾稻米是宣城棋盘塔公司的重要产业，“稻虾轮作”的生产方式闻名于全省，但相关的深

加工企业寥寥无几初加工产品，精、深加工产品占比不高。同时安徽省也饱受洪涝、低温冷冻、高温热

浪、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侵害，单一的农产品在进行农业劳作时，会面临更高的自然风险侵害，

农业受灾情况只会更加严重，对公司带来重大损失。 
2. 局限于当地，知名度不高 
在棋盘塔公司的宣传过程中，数据链通不畅，合力传播效果不佳，未能把握住地方电视台、综艺节

目下乡考察的活动进行广泛的宣传，将农产品局限成本地品牌。农企对现代品牌的不敏感导致拥有地区

特色的产品虽独有区位优势，却未能形成品牌影响力。同时，特色农产品的种植和生产都在偏僻的乡村，

缺乏优质的物流体系保证，物流基础设施不完善，技术水平滞后难以承担大量的运输损耗，缺乏组织性，

而且运输的成本较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品牌向外传播的效率和效果，不得已将产品困于本地。 
3. 局限于单一销售渠道，经营范围小 
大数据时代，网购已经成为一种购物时尚不知不觉中改变着人们的消费理念和购物习惯。而棋盘塔

公司仅有线下的销售渠道，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没有通过互联网，物联网和微信将现有的生态技术

等资源进行整合，搭建生态电商平台，借助线上平台传播产品信息和定位。同时线下也没有形成农庄旅

游等体验式消费、定制式消费和服务式消费。销售产品仅在市内流通，无法形成庞大的物联网络。 

4. 棋盘塔生态农业品牌宣传优化策略 

(一) 拓展宣传渠道，加强平台合作 
1. 实施数商兴农，拓宽销售渠道 
通过前期文献阅读和网络调研发现，“棋盘塔”农业品牌宣传方式较为传统、单一，宣传渠道主要

是自有媒体和当地传统媒体。为了将推广“棋盘塔”的效果最大化，应当拓展宣传渠道、加大宣传力度，

利用“互联网+”、观光旅游、成立电商综合服务店等方式，拓展现代销售渠道，扩大品牌宣推效能。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深入实施‘数商兴农’和‘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建设农副产品直播电

商基地”。开拓“棋盘塔”生态农产品电商营销渠道，利用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开展短视频投放、直播

带货，利用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进行销售。 
2. 促进多方合作，稳固市场地位 
利用线下平台，加强“棋盘塔”生态农业品牌与大型商超、高档饭店等合作。充分利用展销会、电

商实体店等形式打造特色农产品交易中心展示平台，借助成熟的销售渠道和瞄准目标人群，提高市场占

有率，提升知名度同时充分依托游客观光旅游，将特色生态农产品进行集中宣传、展卖，打造公司搭台、

农户“唱戏”的交易平台，有效整合特色农产品，有力提升“棋盘塔”特色品牌知名度，促进平台合作。 
3. 推进特色宣传，树立特色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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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主流媒体报道投入，吸引流量，产销结合向外宣传，我们可以选择和互联网平台合作，通过抖

音直播带货、农产品博主宣传、溯源地考察直播等时兴的宣传方式扩大企业影响，打造双向良好口碑，

实现合作共赢。此外，可以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有关“棋盘塔”农业产品的新闻、

话题、视频和图片，建立品牌社群与消费者进行互动，展示农业品牌的形象和特色。 
(二) 精编宣传内容，满足客户要求 
1. 精选宣传内容，展现品牌美誉度 
在加大“棋盘塔”生态农业品牌宣传力度的同时，更要精心选择宣传内容，深度挖掘“棋盘塔”农

业品牌的文化底蕴，丰富和追溯“棋盘塔”这一生态模式的文化内涵，推进特色农业品牌化发展的重点，

把品牌内在的历史传承、文化属性赋予农产品，能够有效提升农产品的文化美誉度，做到经济价值与文

化价值的相统一。 
2. 针对受众需求，品牌传播个性化 
通过各种载体、形式进行有效的品牌宣传、推介的同时，面向不同的消费人群采用不同的推广策略，

精准把握消费需求和消费者的心理预期，注重用户体验和服务质量。 
3. 传递产品价值，提升顾客忠诚度 
将“棋盘塔”特色农产品品牌的文化及价值观传递给消费者，突出其创新性和生态效益，提升产品

的价值内涵，拉近消费者与特色品牌的距离，促进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可和信赖，提高消费者对品牌的顾

客忠诚度，进而形成品牌效应，满足客户对农产品提档升级和深入了解产品的要求。 
(三) 打造宣传团队，持续运营管理 
1. 提供技术培训，打造专业团队 
通过组织各类技术培训、专家指导等方式，提高数字营销、媒体运营领域人才的技术水平，充分利

用人才支持和技术保障组织一支“棋盘塔”生态农业模式固有的宣传团队。 
2. 丰富平台创作，营造特色形象 
宣传团队通过抖音、快手、哔哩哔哩等平台，创作有趣的内容包括故事、短视频、漫画或直播，向

观众科普“棋盘塔”这一生态农业品牌。例如“棋盘塔”种植模式下农产品的种类、特性等，记录农产

品从播种到收获全过程，展现品牌特色，打造品牌形象，让消费者更加信任“棋盘塔”特色农业模式。 
3. 坚持品牌宣发，提升产品效益 
可以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持续定时推送“棋盘塔”生态农业品牌的开发与创新，并对当地举办的

旅游观光活动进行预先宣发，加强文旅活动的影响力，采取农民现场展示、消费者亲身体验等方式展现

农业品牌品质，加强对外宣传的力度和广度，促进“棋盘塔”农业质量效益提升和产业转型升级，助力

乡村振兴。 

5. 结论 

实施农业品牌战略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载体，品牌建设离不开品牌宣传，在“互联网 + 现代农业”

背景下，“棋盘塔”特色生态农业品牌宣传面临机遇与挑战。本文从宣传渠道、内容、效果三方面对“棋

盘塔”农业品牌宣传现状进行分析，发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宣传意识不足、方式传统；宣发少

而不精，内容缺乏创新；品牌效益局限，效果不显著等。并制定了针对性的策略：拓展宣传渠道，加强

平台合作；精编宣传内容，满足客户要求；打造宣传团队，持续运营管理等。通过对特色农产品品牌的

建设推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促进特色农业品牌化，规模化、

高端化，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者兼顾，“可持续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两

者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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