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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高州，荔红蕉绿，生机盎然。走进高州市
丰盛食品有限公司的包装车间，工人们正忙着为一批
即将发往粤港澳大湾区的荔枝粘贴“信”字号标识。

“贴上这个标识后，我们的荔枝根本不愁销路，客户认
的就是这个‘信’字。”公司负责人何达为自豪地说。

2025 年荔枝季，高州市丰盛食品有限公司的鲜
果荔枝全部贴有“信”字号标识，预计销售金额达
2500万元，比前年同期增长15%。这仅仅是高州市推
进“信”字号公用品牌建设的一个缩影。自茂名市启
动“信”字号品牌建设以来，高州市以“信”为媒，以质
为本，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产品品牌化发展的新路子。

政府搭台 构建品牌建设“四梁八柱”

高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信”字号品牌建设，
将其作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高州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吕永安介绍，高州
市创新出台《推进“信”字号公用品牌建设十条措施》
和奖励办法，每年安排10万元专项奖励基金，鼓励企
业申报“信”字号。2024 年，高州市获授权企业达 16
家（21 种产品），数量居茂名市各区县首位。2025 年
已有 10 家企业申报，涵盖荔枝、龙眼、花生油等特色
农产品，品牌效应持续扩大。

“发展特色农业，必须做好‘土特产’文章。”吕永
安告诉记者，高州市委、市政府将“信”字号品牌建设
作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创新构建了政策
扶持体系。

翻开《高州市推进“信”字号公用品牌建设十条措
施》，从宣传推广、政策扶持到产销对接、质量监管，一
套完整的品牌建设“施工图”清晰可见。该市财政设立
专项奖励资金，对获授权企业给予真金白银的支持。

“我们建立了‘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企业主体、社
会参与’的工作机制。”高州市有关领导介绍，通过召
开新闻发布会、组织产销对接会、开展质量提升行动
等系列举措，形成了品牌建设的强大合力。

企业唱戏 小商标带动大产业

在广东匠心花生油生产有限公司，董事长杜继雄
正在直播间向网友展示他们的“信”字号花生油。“这
个标识就是品质保证，扫码可以看到从原料到成品的
全流程信息。”直播间的互动区不断弹出“信得过”“下
次还买”的留言，该公司的产品在抖音直播间好评超
过10万。

像匠心公司这样的受益者还有很多。高州市绿

标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乌鸡蛋、联华食品有限公司的
金门桥面条、果乡集团的荔枝……一批批带着“信”字
号标识的农产品正走出高州，走向全国。

“品牌效应直接带动了销量增长。”广东果乡新世
纪食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参与“信”字号建设后，
企业收获颇丰。品牌知名度大幅提升，产品从高州本
地走向周边城市及珠三角，消费者对“信”字号信赖，产
品市场认可度、客户信任度上升，销售额显著增长。

质量护航 让“信”字招牌越擦越亮

在联华食品有限公司的检测中心，质检员正在对
即将出厂的面条进行抽样检测。“获得‘信’字号授权
后，我们的检测标准比国家标准还要严格。”公司质检
负责人说。

高州市建立了严格的品牌准入和退出机制。所
有授权产品必须通过“两标一码一证一单”的品控溯
源体系，实现全程可追溯。市场监管部门定期开展飞
行检查，对不合格产品实行“一票否决”。

“我们既要做好‘店小二’，又要当好‘守门人’。”
高州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股室负责人表示，通过建立动
态管理机制，确保“信”字号产品的品质始终过硬。

未来展望 打造乡村振兴新引擎

站在新的起点上，高州市对“信”字号品牌建设有
了更宏大的规划。高州市有关领导表示，“信”字号公
用品牌，是茂名市委、市政府赋予高州的重任，是推动
高州市农业现代化、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抓手，
更是高州优质农产品和加工食品走向更广阔市场的

“金字招牌”和“通行证”。
下一步高州市将着力推动地理标志商标（如高州

荔枝、高州龙眼、高州香蕉）与“信”字号品牌的融合互
促，提升整体品牌价值，打造区域公共品牌矩阵。“我
们要让‘信’字号成为高州农产品的代名词，带动‘百
千万工程’走深走实。”高州市有关领导表示，将通过
品牌建设带动产业升级，让更多农民分享品牌红利，
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7月3日，高州市召开“信”字号品牌建设推进会，为2024年获得“信”字号公用品牌授权使用企业颁奖。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岑稳 摄

高州市大力推进“信”字号公用品牌建设

去年16家企业获授权，数量居茂名首位
文/茂名晚报记者冯小飞 通讯员邹振国

粤来粤好百千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