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宁县昌宁乡村 e镇特聘专家（一）

商贸流通专家

徐世杰

北京稷新农业技术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内蒙古创新流通业发展促进中心特聘专家

技术专长及主要成果：

具有十余年县域商贸流通工作经验，熟悉各地县域消费、商贸流通发展现状；

参与执行山西、内蒙古等省份近百个县域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乡村 e镇等

财政资金项目的规划和实施，熟悉中央财政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等相关政策要求。

相关证书：





乡宁县昌宁乡村 e镇特聘专家（二）

品牌设计专家

史 彤

山西传媒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品牌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研究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与学术主张：

品牌设计、视觉传达设计

弘扬传统文化打造特色品牌

品牌设计助力扶贫有效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

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城市品牌和文化旅游品牌建设

学术成果：

主编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平面设计》（第二版）

副主编“十三五”全国高等院校艺术设计类规划教材《品牌形象 VI设计》

与教学团队一同指导学生为多个山西省国家级、省级贫困县策划、设计农副产品

的品牌形象规划与设计。主动对接组织学生进行“一人一品”和“一县一品”的文化

扶贫设计活动，先后为十几个县市量身打造了“砂都平定”“首邑田园”“英雄沁源”

等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城市品牌和文化旅游品牌。让学生的自创品牌、品牌设计有

效服务于贫困地区，在开展实践教学的同时使学生在实践创作的过程中，有效地将我



们的教学成果得以社会化转换。

相关证书：



乡宁县昌宁乡村 e镇特聘专家（三）

农业领域专家

李艳红

山西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学院 副教授

学术成果

李艳红，本科主修动物科学、辅修农林经济管理，获农学和农林经济管理双学位。

研究生专业为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获农学硕士学位。2005 年毕业留校任教农业经

济管理学院，主要承担本科生和研究生《畜牧业经济管理》、《农村人力资源管理》

等 4 门课程教学任务。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畜牧业经济管理领域研究和农村技术服

务。2016-2019 年，连续四年带队参加中国贫困县脱贫成效评估和退出评估。2016-2023

连续 8年主持或参与“三区 ”人才和科技特派员农业技术服务项目。2017-2020 年，

连续四年参加山西省农业厅奶业振兴项目相关工作。2018-2020 年，连续三年参与山

西省贫困县乡村振兴规划和培训工作。曾获吕梁市农业技术承包奖一等奖、二等奖；

曾被评为山西农业大学五四青年标兵和吕梁市农业技术服务优秀典型。





乡宁县昌宁乡村 e镇特聘专家（四）

农业及品牌领域专家

刘金兰

太原市农业农村局正高级经济师、太原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主要业绩：

（一）1997-2004 年，从事太原市农业名优产品的开发研究，初步提出政策措施和品牌

战略；

（二）2007-2009 年，完成优质杂粮项目；

（三）2010 年，主持完成课题研究：信息化建设在农业科技成果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四）2015-2016 年，重新认定“强盛”商标为山西省著名商标；

2017-2018 年，创立玉米新品种：

强盛 191 审定证号 晋审玉 20180058 发证单位：山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强盛 196 审定证号 晋审玉 20180022 发证单位：山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五）2015-2017 年，制订七项技术规程

1、《无公害农产品 谷子地膜覆盖生产技术规程》DB140100/T051-2017

2、《无公害农产品 红小豆生产技术规程》DB140100/T048-2017

3、《无公害农产品 豇豆生产技术规程》DB140100/T052-2017

4、《无公害农产品西葫芦露地生产技术规程》DB140100/T043-2017

5、《无公害农产品黄瓜露地生产技术规程》DB140100/T049-2017



6、《无公害农产品大蒜生产技术规程》DB140100/T044-2017

7、《无公害农产品青椒设施生产技术规程》DB140100/T047-2017

（六）2016-2017 年，制订一个地方标准：《太原市日光温室建造技术规范》

DB140100/T053-2017

（七）2009 年至今，连续 13年致力于太原市名优产品开发工作和农产品品牌创建工作，

截至目前，获得以下成果：

创建 6 个农业农村部地理标志农产品：阳曲小米、娄烦山药蛋、晋祠大米、清徐沙金

红杏、清徐葡萄、清德铺红薯；

创建 2 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山西陈醋”“山西高粱”；

创建 4 个市级区域公用品牌：阳曲小米、娄烦山药蛋、清徐葡萄、晋祠大米；

创建 10 个功能农产品：

山西水塔醋业股份有限公司水塔牌蝙蝠蛾被毛孢菌丝醋口服液、水塔牌罗布麻葛根醋

软胶囊

山西紫林醋业股份有限公司“紫林牌富硒醋”

山西汇天华科技有限公司“礼麦藜麦”

山西菩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大救驾白子菜代用茶”

山西澳意芦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澳意“澳意 AOYI”芦荟片

清徐县杏福佳食品有限公司“沙金红”杏汁

山西春笋缘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春笋缘”绿芦笋

山西不老泉食品有限公司的“葛根醋”

山西清徐葡萄酒有限公司“炼白葡萄酒”

山西锦田丰盈科技有限公司“锦田羊肚菌”

建成 1 个供应深圳农产品基地--山西水塔醋业股份有限公司，获证产品 8个。



创建 9 个品牌入选全省 100 个特优农产品品牌目录：东湖、水塔、紫林、宁化府、汾

东、首邑田园、珈绿、金大豆、马裕葡萄酒等。

创建 6 个品牌入选晋品品牌：东湖醋业、水塔醋业、宁化府益源庆醋业、清德铺红薯、

九牛牧业、清徐葡萄（森海源）

创建农业农村部绿色食品认证 103 个，有机农产品 1 个（娄烦山药蛋），认证面积 5

万亩。

2021-2022 创建太原特优农产品展销展示大厅和 15个消费帮扶专馆。

2011-2022 年期间，组织企业参加全国大型农产品交易博览会近 40场；举办农产品展

销、产销对接及品牌宣传推介活动近 20场。积极贯彻落实“北上京津冀”、“南下粤

港澳”、“东进长三角”战略，重点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逐步建立稳定市场，稳

步进入全国中高端市场，突显农业展会的经济带动效应、消费拉动效应、信息共享效

应、品牌引领效应及农耕文化的传播效应。

2022 年，组织全省知名品牌研究、产业经济、功能食品、食疗与营养健康学等专家对

我市特优品牌企业全方位精准把脉问诊，创新推动农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的提升，

并初步探索出区域公用品牌的引导运营路径。典型案例“阳曲小米”。

2020-2022 期间，联合省市主流媒体组织策划阳曲小米、山西陈醋、玉露香梨等 12 场

农产品品牌专访节目及系列直播，拍摄品牌宣传视频制作 50家企业近 300 余款产品并

在电视台全年轮播近 2000 频次。

（八）成果奖：

2005-2006 年期间，参与山西省果树研究所欧亚种四倍体“早黑宝”选育研究及示范推

广项目，并获山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6 年，杂交谷子标准化生产集成技术推广项目获得农业部丰收一等奖。



（九）获得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名称：一种杂粮存储仓；

专利号：ZL2016 2 1443408.7；

专利申请日：2016 年 12 月 27 日；

专利权人：山西农业大学；

授权公告日：2017 年 7 月 7日

（十）论文发表情况:

1、山西日报理论评论部 2018 年 11 月 13 日

题目：低碳经济与农业发展

2、《农业开发与装备》2017 年 191 期，CN32-1779TH 国际标准刊号：ISSN1673-9205

题目：春播谷子产量及其相关数量性状关系的分析

3、《农业工程技术》2017 年第 11 期 ISSN1673-5404/CN11-5436/S

题目：春播谷子产量与主要农艺性状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4、《农业技术与装备》2016 年第六期 ISSN 1673-887X CN14-1343/TH

题目：清徐县高粱高产创建工作经验谈

5、《农业技术与装备》2016 年第七期 ISSN 1673-887X CN14-1343/TH

题目：太原市杂粮高产创建工作的几点启示

6、《轻工科技》2016 年第七期 ISSN2095-3518CN45-1385/TS

题目：山西省休闲观光农业发展问题浅谈

7、《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07 第 27 卷第 5 期 ISSN 1671-8151 CN14-1306/N

题目：山西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

8、《太原科技》2007 年第 11 期 ISSN 1006-4877 CN 14-1203/N

题目：山西省农村信用社实施贷款五级分类之探讨



9、《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 第 1期 ISSN 1008-7362

题目：论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

10、《农产品加工》2022 年第 9期 ISSN1573-9646 CN14-1310/S

题目：太原市农业会展经济发展路径探索

所获荣誉情况：

2003、2005、2006、2007 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2004、2005、2008 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

2003、2006 年 6 月、2006 年 7 月荣获市直部门演讲比赛优秀奖；

2011、2012 年荣获市直机关演讲比赛三等奖；

2011 年被评为信息中心爱岗敬业标兵；

2013 年和 2015 年被评为信息中心党员先锋示范岗;

2019 年 3 月，荣获山西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三晋英才”拔尖骨干人才称号；

2019、2020 年荣获山西省名优产品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2021 年 3 月，获得太原市巾帼标兵奖；

2021 年 9 月，中共太原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

2021、2022 年山西绿色优质农产品系统先进个人；

2021 年山西三队包联营销战队先进个人；

2019-2021 连续三年获得太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嘉奖。

主要社会职务：

北京中农大创新研修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创业导师讲座教授

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农业农村专业委员会农业经济项目专家

中国农业科技下乡专家团专家

山西省社区文化促进会副会长



山西黄河智库农业经济专家

山西省乡村振兴研究会副秘书长

山西省农产品加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专家委员会委员

山西食品营养与健康学会理事

《山西特色农产品》专刊执行策划

《农业品牌建设》特刊执行策划

《有机旱作农业》编委

《品牌建设正当时》太原电视台品牌访谈录总策划

相关证书：





乡宁县昌宁乡村 e镇特聘专家（五）

农业领域专家

李艳军

太原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

专业领域：

农业技术推广、乡村休闲旅游

获得荣誉：

获得太原市青年学科带头人，山西省农林水系统一等功称号

相关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