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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甘肃省“甘味”农产品品牌认定管理办法 

（试行） 

 

为规范“甘味”农产品品牌认定管理，实施“甘味”品牌营销

战略，培育打造“甘味”农产品系列品牌，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

打造“甘味”农产品品牌的一系列精神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两个“三品一标”建设打造“甘味”知名农产

品品牌的实施方案》要求，特制定本办法。 

“甘味”农产品，是指在甘肃省辖区内依托绿色标准化基地

生产的，有农产品品质评价体系、产地环境监测体系、质量安

全追溯体系支撑的，具有悠久历史文化背景、独特自然生态条

件、优良产地环境、绿色有机特质的特色优势农产品；是绿色

化、标准化、优质化、质量安全可追溯甘肃特色优势农产品的

统称。 

“甘味”农产品品牌，是指在深度挖掘甘肃农业传统文化和

农业资源优势、系统总结甘肃农产品品质特点和生产特性的基

础上，围绕加快培育甘肃现代丝路寒旱农业，概况提出的涵盖

甘肃特色优势农产品的区域性公用品牌，是开放的、包容的、

为省域优质农产品提供增值服务的共享平台。“甘味”农产品品

牌与省内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商标（产品）品牌是互相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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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共生、共享共创的关系。 

一、认定原则 

（一）自愿申请，主体申报； 

（二）公开、公正、公平； 

（三）专家评审与市场评价相结合； 

（四）动态管理，能进能出； 

（五）免费评审，公益服务。 

二、认定方式 

建立“甘味”品牌目录制度和企业商标品牌“甘味”标识授

权制度,每年组织认定一次。对区域公用品牌实行目录管理，

入选“甘味”品牌目录的区域公用品牌获准使用“甘味”品牌标

识；对“甘味”企业商标品牌实行授权管理，企业商标品牌持有

者经授权后获准使用“甘味”品牌标识。 

三、认定标准 

（一）区域公用品牌入选“甘味”品牌目录应具备的条件 

1.省内某市（州）县（市、区）产地区域内、基于某主导

特色优势产业所形成的某一种农产品或某一类农产品，由“产

地名+产品名”构成； 

2.在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以两个“三

品一标”为抓手，积极推进绿色标准化基地和农产品品质评价

体系、产地环境监测评价体系、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能为

“甘味”品牌提供坚实的品质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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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区域内主要新型经营主体生产经营的农产品获得“三品

一标”等认证； 

4.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单位或行业协会持有品

牌并进行统一管理； 

5.营销推广体系比较完善，有一批龙头企业（或农民专业

合作社、运销大户）进行加工和销售，能系统开展产销对接和

品牌推介活动。 

（二）企业获准使用“甘味”品牌标识应具备的条件 

1.企业自愿申报且商标品牌注册合法； 

2.产品通过“三品一标”等认证； 

3.企业属于区域公用品牌重点生产加工经销企业。 

（三）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能入选“甘味”品牌目录和

使用“甘味”品牌标识 

1.申请人注册地址不在甘肃省辖区内，或使用甘肃省外注

册商标的； 

2.近三年内，申报产品在县级以上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和监

督抽查中有不合格记录的；近三年内，发生重大质量安全责任

事故或有重大质量安全投诉经查证属实的； 

3.近三年内，发生国家规定的重大动植物疫病或特定需净

化的动物疫病的； 

4.近三年内，企业存在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处罚记录的。 

四、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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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省农业农村厅成立“甘味”农产品品牌认定管理领导

小组（简称领导小组），负责“甘味”农产品品牌认定管理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厅市场与信息化处，省绿色食品办公室配

合做好认定管理日常工作。 

（二）市（州）、县（市、区）农业农村（畜牧兽医）主

管部门负责本级区域品牌入选“甘味”品牌目录和企业商标品

牌使用“甘味”标识的申报、审核、推荐、监督管理等工作。 

五、认定程序 

“甘味”农产品品牌认定实行自主申请、县区审查、市州审

核、省级认定的程序。 

（一）申请人向所在县（市、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提交

《“甘味”品牌目录入选申报书》，产品商标注册证、绿色食品

或有机食品认证复印件等材料。 县（市、区）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上报市（州）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遴选审核后上报“甘味”农产品品牌认定管理办公室。 

（二）“甘味”农产品品牌认定管理办公室组织初审，提出

建议名单提请领导小组审定并向社会公示无异议后，区域公用

品牌入选“甘味”品牌目录，企业商标品牌持有者获准使用“甘

味”品牌标识。 

六、宣传推介 

（一）建立互认互宣的开放机制 

构建“甘味”品牌、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商标品牌“互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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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包容共生、共享共创”的关系，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

诚实守信、质量优先、上下联动”的“甘味”品牌宣传推介机制。 

（二）建立多措并举的联动方式 

坚持“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相结合、省级与市县相结合、

省内与省外相结合、公益性与商业性相结合、传统媒体与新媒

体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原则，有计划、有重点、多

形式，大张旗鼓地开展“甘味”品牌宣传推介。 

七、监督管理 

（一）入选“甘味”品牌目录的区域公用品牌和使用“甘

味”品牌标识的企业商标品牌享受的权利 

 1.获得证书、匾牌，在其产品及包装、说明书、广告宣

传中使用“甘味”品牌标识； 

2.每年对“甘味”品牌创建中成绩优异、支撑有力的区域公

用品牌和企业商标品牌进行奖励； 

3.在传统和新型媒体中进行重点宣传。 

（二）入选“甘味”目录的区域公用品牌和使用“甘味”品

牌标识的企业商标品牌履行的义务 

1.市（州）、县（市、区）严格申报，严把农产品质量安

全关，并按“‘甘味’品牌标识+区域公用品牌标识”使用“甘味”

品牌标识；企业申报获得“三品一标”认证的产品，并按“‘甘味’

品牌标识+区域公用品牌标识+企业商标品牌”使用“甘味”品牌

标识。不得改变“甘味”品牌标识形状、颜色等外观设计，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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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使用范围、出租、出借或非法转让。 

2.市（州）、县（市、区）政府及相关部门、企业等在举

办的产销对接和品牌推介等活动中，要同步使用“甘味”标识，

同步宣传推介“甘味”品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认互

动的推广氛围，政府（部门）企业合力打造“甘味”农产品系列

品牌。 

（三）“甘味”品牌标识、匾牌和证书管理 

“甘味”品牌标识、匾牌和证书由“甘味”农产品品牌认定管

理办公室统一制作，任何单位和企业不得伪造冒用。证书、匾

牌应当载明申请人名称、产品名称、注册商标、编号等相关内

容。 

（四）“甘味”品牌核查评价 

“甘味”农产品品牌认定管理办公室每两年组织一次核查

评价。对于核查不合格和不履行义务的，从“甘味”目录中退出，

收回匾牌、证书，并不得继续在其产品及包装、说明书、广告

宣传中使用“甘味”品牌标识。 

（五）“甘味”品牌变更 

“甘味”品牌标识持有人名称发生变化的，应当凭有效证明

及时向“甘味”农产品品牌认定管理办公室提出名称变更申请，

并办理变更手续。 

（六）“甘味”品牌撤销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甘味”品牌标识使用资格，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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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匾牌，三年内不再受理申报； 

1.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或生产经营出现重大问题； 

2.有弄虚作假、违法违规行为的； 

3.在县（区）级以上质量安全例行监测、专项抽检和监督

抽查等工作中出现不合格记录的； 

4.转让、买卖、出租证书及标识或扩大使用范围的。 

（七）“甘味”品牌建档管理 

市（州）农业农村（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建立“甘味”区域

公用品牌和企业商标品牌档案，并于每年 1 月底前上报上一年

度品牌培育工作总结。 

（八）其他 

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可书面举报举证认定管理工作

中存在的违规违法问题，“甘味”农产品品牌认定管理办公室应

对举报问题进行核实并答复，依法保护举报者的合法权益。 

本办法由省农业农村厅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

效期五年。 

 

附：“甘味”农产品品牌标识图形及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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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味”农产品品牌标识寓意 

 

一是“甘”代表甘肃，“甘味”表明是甘肃的农产品。 

二是“甘”有甜的意思，“甘味”寓意味道甜美。 

三是在中医上，甘味具有补益、和中、缓急等含义，寓意

甘肃农产品具有保健养生功效。 

四是甘肃昼夜温差大，农产品干物质积累多，“甘”同“干”

谐音。 

五是“甘味”还是纯正实在的代名词，表明甘肃农产品货真

价实、味道醇厚。 

六是标识整体为七彩花瓣，寓意甘肃六大特色产业和地方

性特色产品种类丰富、特色多样，代表“独一份”“特别特”“好

中优”“错峰头”的优质农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