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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海南省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一览表 
 

序号 所在地域 产品名称 持证人全称 

1 海南省 海南罗非鱼 海南省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 

2 海口市 永兴荔枝 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农业服务中心 

3 海口市 永兴黄皮 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农业服务中心 

4 海口市 石山壅羊 海口市秀英区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5 海口市 云龙淮山 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农业服务中心 

6 海口市 大坡胡椒 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农业服务中心 

7 海口市 三门坡荔枝 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农业服务中心 

8 三亚市 三亚芒果 三亚市芒果协会 

9 三亚市 三亚莲雾 三亚莲雾协会 

10 三亚市 三亚甜瓜 三亚市哈密瓜协会 

11 文昌市 文昌椰子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 

12 琼海市 琼海番石榴 琼海市石榴专业技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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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琼海市 琼海油茶 琼海市热带作物服务中心 

14 琼海市 琼海胡椒 琼海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15 琼海市 琼海青皮冬瓜 琼海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16 儋州市 海南雪茄烟叶 海南省雪茄烟叶种植协会 

17 万宁市 兴隆咖啡 万宁兴隆咖啡行业协会 

18 万宁市 万宁柠檬 万宁市柠檬协会 

19 万宁市 万宁东山羊 万宁东山羊养殖协会 

20 万宁市 万宁槟榔 万宁市热作学会 

21 五指山市 五指山五脚猪 五指山市农业协会 

22 五指山市 五指山红茶 五指山市茶叶协会 

23 五指山市 五指山蜘蛛 五指山市蜘蛛研究所 

24 屯昌县 屯昌黑猪 屯昌县养猪协会 

25 澄迈县 白莲鹅 澄迈新华达白莲鹅研究所 

26 澄迈县 澄迈福橙 澄迈福橙科学研究所 

27 澄迈县 澄迈山柚油 澄迈县山柚油协会 

28 澄迈县 澄迈无核荔枝 澄迈县无核荔枝产销协会 

29 临高县 多文空心菜 临高县多文镇农业服务中心 

30 昌江县 霸王岭山鸡 昌江县霸王岭山鸡养殖协会 

31 昌江县 昌江芒果 昌江黎族自治县芒果协会 

32 陵水县 陵水圣女果 陵水黎族自治县农业产业协会 

33 陵水县 陵水荔枝 陵水黎族自治县农业产业协会 

34 保亭县 保亭红毛丹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热带作物发展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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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中心 

35 保亭县 保亭益智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业服务中心 

36 琼中县 琼中绿橙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 

37 琼中县 琼中山鸡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山鸡养殖协会 

 

附件 2 

 
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申报书 

 

产品名称： 

实施单位：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联系人： 

 

登记证书编号： 

证书持有人：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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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制日期： 

实施期限: 2020 年 7 月—2020 年 12 月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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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有工作基础 

二、实施目标与预期效益 

三、建设内容 

四、实施进度 

五、资金支出计划 

六、实施单位情况 

（一）单位类型、隶属关系、主要职能及业务范围 

（二）技术设备条件、财务收支、资产状况、内部管理制度

建设情况 

（三）有无不良记录（财政部门及审计机关处理处罚决定、

行业通报批评、媒体曝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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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报意见 

实施单位

意见 

本单位对以上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特

申请立项。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县（市）

级人民政

府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省级农业

农村部门

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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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建设内容技术指引 
 

一、生产能力提升 

保护特定产地环境：土壤肥力保持、水源水域生态保护；尾

水处理；农业废弃物处理与综合利用。 

改善生产条件：生产或繁育基地（设施）改造提升、进排水

系统、育苗设施；绿色防控技术及设施设备；传承传统加工技术、

工艺，改造升级分选、烘干、包装等加工设备；优化冷冻、冷藏、

冷链运输等仓储保鲜设施设备。 

二、质量提升与特色品质保持 

地理标志农产品种植、养殖品种的提纯复壮及扩繁，资源保

护相关设施设备、场圃等；特色品质和质量安全跟踪监测与评价；

全产业链标准体系构建；地理标志农产品质量控制技术规范及相

关管理制度的宣贯培训。  

三、品牌培育宣传 

深入挖掘产品历史文化内涵，通过创办专业文化馆、博物馆

等多种形式讲好地标故事；设置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地域标识标

牌，明确产品名称、证书持有人、生产地域、规模产量等信息；

充分利用展会推介、节庆活动、宣传片、广告牌等传播渠道，做

好品牌宣传推介；开发利用专卖店、体验店、电商平台、包装设

计、文化创意等营销促销平台，提升市场营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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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身份标识化和全程数字化 

证书持有人按照质量控制技术规范、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协

议等相关规定，对产品生产区域、规模产量、特色品质、标志使

用等开展技术服务和监督管理。标志使用人依据《农产品地理标

志公共标识设计使用规范手册》要求，规范上市产品包装标识。

支持证书持有人和标志使用人开展打假维权行动。标志使用人做

好生产信息采集，推行产地和产品台账管理，依托国家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推动产品可追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提升生产、监管、服务等信息化水平，推动经营电商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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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0 年 6 月 2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