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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保护，促进葡萄
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自治
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保护及相关
管理活动。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以下简称产
区），是指国家认定的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产
地范围。

第四条 产区保护和葡萄酒产业发展应当坚持生态优先、
科学规划、质量为本、品牌引领、特色发展、产业融合的原则。

第五条 产区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产区保
护和葡萄酒产业发展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葡萄酒产业发展协
调和保护机制，完善葡萄酒产业发展政策措施，将产区保护和
葡萄酒产业发展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六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的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管
理机构（以下简称产区管理机构）负责产区规划、统筹建设、协
调管理和发展服务等工作。

产区所在地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葡萄酒产业管
理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产区保护和日常管理工作。

发展改革、科技、工业和信息化、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
境、住房城乡建设、水利、农业农村、商务、文化和旅游、市场监
督管理、林业和草原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产区
保护和相关工作。

第七条 葡萄酒行业协会应当建立健全行业规范，引导生
产经营者依法生产经营，推动行业自律和诚信建设。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八条 产区管理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编制产区保护和
葡萄酒产业发展规划，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产区保护和葡萄酒产业发展规划应当与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等相衔接。

自治区有关部门应当根据产区保护和葡萄酒产业发展规
划编制产区道路、供水供电供气、通讯、防汛、防护林等基础设
施以及气象监测预警、灾害防御等建设方案，并征求产区管理
机构的意见。

第九条 自治区对产区酿酒葡萄种植区域实行重点保护。
产区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产区保护和葡萄酒产

业发展规划，划定产区酿酒葡萄种植区保护范围，并报上一级
人民政府批准。

产区酿酒葡萄种植区保护范围的划定应当坚持统筹兼顾、
有利于产区保护和保证酿酒葡萄质量的原则，并向社会公示。

第十条 禁止向产区酿酒葡萄种植区保护范围内排放或者
倾倒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禁止在产
区酿酒葡萄种植区保护范围内新建、扩建化工、建材、制药、采
矿、规模养殖以及产生重金属排放等对水、大气、土壤造成污染
和对产区保护造成影响的项目。

第十一条 产区内批准建设的项目，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
位应当在施工时采取措施，防治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扬尘、噪
声等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危害，并在项目竣工后及时恢复施工
场地的周边环境。

产区内已建成的项目，对水、大气、土壤造成污染和对产区
保护造成影响的，应当依法限期整改。

第十二条 产区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产区保护和
葡萄酒产业发展规划，科学合理确定酿酒葡萄种植面积和规
模，促进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第十三条 鼓励和支持产区内酿酒葡萄生产经营者通过承
包、租赁、股份合作等方式，建设规模化、标准化的酿酒葡萄种
植基地。

开发未确定使用权的国有荒山、荒地、荒滩种植酿酒葡萄
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可以确定给酿酒葡萄生产
经营者长期使用。

第十四条 产区内种植酿酒葡萄的，可以向所在地县级人
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提出不动产登记申请。不动产登记机
构应当按照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依法取得产区土地使用权的，应当按照国土空
间规划确定的用途开发、利用土地，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

连续二年不开发、利用土地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处理。

第十六条 产区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统筹葡萄酒产业
用水。

产区内酿酒葡萄、葡萄酒生产经营者等应当依法取得取水
许可。

鼓励通过市场化交易方式获取用水权。
第十七条 产区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

当采取措施加强产区的道路、供水供电供气、通讯等基础设施
建设。对符合要求的葡萄酒产业项目可以采取灵活供地方式，
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第十八条 产区内新建、改建、扩建葡萄酒庄，应当由产区
管理机构组织评估论证。经评估论证符合要求的，按照有关规
定办理项目建设手续。

葡萄酒庄以外的葡萄酒产业建设项目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九条 产区内建设葡萄酒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选址符合国家标准；
（二）有一定规模的自建或者联建的酿酒葡萄种植基地；
（三）具备葡萄酒生产工艺所需要的、与生产能力相配套的

生产设备、贮藏条件和废水处理设施等；
（四）具备符合生产、质量控制要求的检验设备和质量检验

人员；
（五）使用产区酿酒葡萄做原料；
（六）具有一定的酿酒生产规模，酿造、陈酿、灌装过程在酒

庄内进行；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产区内新建、改建、扩建葡萄酒庄，建设用地面积不得超过

自建或者联建的酿酒葡萄种植基地面积的百分之五。法律、行
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条 自治区建立酿酒葡萄种植基地、葡萄酒庄分级
分类制度，促进酿酒葡萄种植基地、葡萄酒庄规范化发展。

鼓励酿酒葡萄种植基地和葡萄酒庄一体化发展。

第三章 产品与质量

第二十一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规划并实施贺
兰山东麓葡萄酒标准体系、绿色防控体系、检验检测体系、质量
保证体系和产品溯源体系等保护体系建设，引导产区内生产经
营者按照标准和规范从事酿酒葡萄种植、葡萄酒生产经营等活
动，提高产品质量。

第二十二条 产区管理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按照贺兰山
东麓气候特点、土壤类型等自然地理条件发布产区酿酒葡萄品
种区划，对酿酒葡萄种植基地建设和管理等提供指导服务。

第二十三条 产区管理机构应当会同自治区人民政府农业
农村、林业和草原管理部门根据需要建立酿酒葡萄种质资源
圃、种质资源保护地，加强对酿酒葡萄种质资源的保护。

第二十四条 产区内酿酒葡萄种苗生产经营者应当依法取
得苗木生产经营许可证。苗木出圃和调运应当经检验、检疫合
格，并附有苗木出圃合格标签。

鼓励和支持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加大优良品种引
进和抗性品种选育力度，培育具有产区特色的酿酒葡萄品种。

第二十五条 产区内酿酒葡萄生产经营者应当根据酿酒葡
萄生长发育特性和相关技术操作规范进行种植，有效调控酿酒
葡萄的产量和采收期，及时开展病虫害防治，保证酿酒葡萄
质量。

第二十六条 产区内种植酿酒葡萄的，应当建立酿酒葡萄
种植生产记录档案，如实记载下列事项：

（一）使用肥料、农药等农业投入品的名称、来源、用法、用
量和使用、停用的日期；

（二）酿酒葡萄病虫害的发生和防治情况；
（三）酿酒葡萄的采摘日期、产量；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记载事项。
酿酒葡萄种植生产记录应当至少保存二年。禁止伪造、变

造酿酒葡萄种植生产记录。
第二十七条 产区内种植酿酒葡萄禁止下列行为：
（一）使用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种苗；
（二）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农业投入品以及其他有毒有害

物质；
（三）使用不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的灌溉用水；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行为。
第二十八条 产区内酿酒葡萄的采摘和加工、葡萄酒酿造、

灌装以及运输过程中使用的设备、储罐、包装材料和标签等，应
当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自治区有关规定。

第二十九条 产区内加工酿酒葡萄、生产葡萄酒，禁止下列
行为：

（一）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酿酒葡萄做原料；
（二）违反规定使用食品添加剂以及食品相关产品；
（三）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

合格产品；
（四）伪造产品生产记录、产地、年份，伪造或者冒用他人厂

名、厂址；
（五）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行为。
第三十条 产区管理机构会同有关部门建立酿酒葡萄种

植、葡萄酒生产和流通等食品安全全程追溯制度，通过各环节
数字化监管、智能化预警，实现酿酒葡萄、葡萄酒食品安全追溯
信息管理。

产区内葡萄酒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如
实记录并保存进货查验、出厂检验、食品销售等信息，保证产品
可追溯。鼓励葡萄酒生产经营者采用信息化手段依法采集、留
存生产经营信息。

第三十一条 产区内酿酒葡萄、葡萄酒生产经营者应当对
其生产经营的酿酒葡萄、葡萄酒等产品进行检验。

对酿酒葡萄、葡萄酒等产品进行检验的机构，应当出具加
盖检验机构公章的检验报告，并有检验人的签名或者盖章。检
验机构、检验人对出具的食品检验报告负责，不得出具虚假检
验报告。

第三十二条 自治区建立产区保护联合执法机制。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文化和旅游、市场监督管

理、林业和草原等部门应当加强联合执法，产区管理机构依据
职权协调配合。

第四章 标志管理与品牌建设

第三十三条 鼓励和支持产区内具备条件的酿酒葡萄、葡
萄酒生产经营者申请使用“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专用标志和“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贺兰山东麓葡萄酒”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申请、
受理、许可和使用执行国家和自治区相关规定。

第三十四条 依法取得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使用权的生产经营者，可以将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专用标志、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用于其种植、生产的酿酒葡萄和
葡萄酒的包装、容器、标签、说明书上，或者用于广告宣传、展览
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

第三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未经许可擅自使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或者擅自标注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贺兰山东麓
葡萄酒产地；

（二）擅自扩大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确定的使用范围；

（三）伪造、买卖、出租、出借或者擅自转让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专用标志、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四）擅自改变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的表述方式、字体、图案或者颜色等，对公众产生误导；

（五）其他侵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贺兰山东麓葡萄酒知
识产权的行为。

第三十六条 产区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建立葡萄酒品牌培育、保护、宣传、推广机制，加强产区酿
酒葡萄和葡萄酒品牌建设、推广和宣传。

鼓励和支持酿酒葡萄、葡萄酒生产经营者培育产品品牌、
企业品牌，提升品牌价值。

第三十七条 产区管理机构应当会同相关部门举办或者组
织葡萄酒行业协会、葡萄酒生产经营者等参加葡萄酒博览会等
展示、展销、推介活动，提高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等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

鼓励葡萄酒行业协会和葡萄酒生产经营者举办或者参加
葡萄酒展示、展销、推介活动。

第三十八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专用标志、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以及品牌的保护，依法查处
注册商标、专用标志侵权等行为，保护消费者和生产经营者的
合法权益。

自治区加强商标国际注册等工作指导，建立贺兰山东麓葡
萄酒国际市场预警和纠纷应对机制。

第五章 发展与促进

第三十九条 产区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葡
萄酒产业的扶持，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推进宁夏国家葡萄及葡
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

第四十条 产区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运用财
政资金、基金，加大对葡萄酒产业的支持力度。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葡萄酒产业发展。
第四十一条 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开展葡萄酒产业相关金

融业务，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
鼓励开发适应酿酒葡萄种植需求的保险品种，拓展农业保

险服务领域。
第四十二条 支持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建立技术创

新中心、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强化基础研究、应用技术
和新产品开发，开展多学科、跨领域协同创新和全产业链技术
攻关，促进葡萄酒产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鼓励和支持智慧酿酒葡萄种植基地、智慧葡萄酒庄
建设。

第四十三条 产区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葡萄
酒产业人才工作机制，引进和培养酿酒葡萄种植、葡萄酒生产
经营等专业化、复合型人才，鼓励和引导人才到产区服务，推动
人才队伍建设。

第四十四条 支持生产经营者研发、引进、推广清洁生产技
术和设备，推广酿酒葡萄枝叶、皮渣等资源化综合利用，推动葡
萄酒产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第四十五条 产区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引导酿酒葡萄、葡萄酒生产经营者建立联农带农机制，通
过提供就业等形式带动农民共享产业增值收益。

鼓励研发酿酒葡萄种植专用机械，推广农机农艺融合技
术，将酿酒葡萄种植专用机械纳入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范围，
提升产区机械化水平。

第四十六条 产区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加强葡萄酒产业国内外交流与合作，加大葡萄酒产业对
外开放力度，支持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参与相关规
则和标准的制定，提升贺兰山东麓葡萄酒的市场竞争力、影响
力和辐射力。

第四十七条 鼓励和支持葡萄酒生产经营者创新商业营销
模式，拓宽销售渠道，结合消费需求制定营销策略，构建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葡萄酒现代营销体系。

鼓励葡萄酒生产经营者对标国际贸易规则和标准从事生
产经营活动，支持产区葡萄酒出口。

第四十八条 产区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推进贺兰山东麓生态文旅廊道建设，支持葡萄酒产业与生
态、文化、旅游、康养、体育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葡萄酒全产业
链提质升级。

鼓励深入挖掘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文化内涵，提升贺兰山
东麓葡萄酒生产、生活、生态等文化价值，推动文化交流互鉴。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
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建立、保存酿酒葡萄种植生
产记录，或者伪造、变造酿酒葡萄种植生产记录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生产葡萄酒过程中使用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酿酒葡萄做原料，违反规定使用食品添
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葡萄酒，并可以没收用于违
法生产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葡萄酒货值
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
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依法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责令立即停止
违法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
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
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
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五年内实施两次以上商标侵权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应当依法从重处罚。

第五十三条 产区管理机构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违
反本条例规定，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尚不构成犯罪
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四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在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产地范围以外从事酿酒葡萄种植、葡萄酒生产
经营等活动的，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保护条例
（2012年12月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2024年3月26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修订）

《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保护条例》已由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于2024年3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年3月26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16号

本报讯（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安小霞）
“我们小区的充电桩是吴忠供电公司安装的，有
16 个插座，打开‘网上国网’扫码就能给电动自行车
充电，价格比以前便宜不少……”3月24日，家住吴忠
市利通区金花园社区的何静静说起“扫码用电”赞不
绝口。

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在原有共享电源设备
基础上，加大技术研究，结合“扫码用电”建设成
果，探索研究关键设备小型化、模块化，推出电动
自行车共享电源插座，实现“电量精准计量、电
费据实结算、余额现时清付”，相较于市面上其他
以充电时长计收费用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降低了
充电成本，提升了安全、智能、经济的用电新体验。

“目前，我们在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吴忠
市利通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等地区，通过总公
司直投直供部署 35台自行车共享电源设备，试点
推广电动自行车扫码用电运营模式，只收取正常的
电费。”国网宁夏营销服务中心营商环境管理部渠
道运营室主管马昊燕说。

近年来，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针对农业生
产车间场景，农业排灌场景，电动自行车充电场景，
商圈、夜市场景，房车营地场景等研发上线网上国
网“扫码用电”新应用和“共享电源”系列设备。
截至目前，共安装部署 1017台共享电源设备，覆
盖全区 6市 8县，其中农业生产灌溉场景部署 668
台、地摊集市场景部署 201台、电动车充电场景部
署 35台、房车营地场景部署 113台，设备平均利用率
约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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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6日，太极拳爱好者在宁夏气象局附近的气象小游园晨练。近日气温回升，银川街头、
公园等地的桃花陆续绽放，朵朵桃花让城市变得生机勃勃。

本报记者 左鸣远 摄

本报讯 （记者 杨娟）3月 25 日，记者从
宁夏贸促会了解到，我区组织 21 家优势特
色农产品及绿色食品企业参加第 110 届全
国糖酒商品交易会，促成合作意向超 1300
万元。

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糖酒
会）于 3 月 20 日至 22 日在四川省成都市举
办。糖酒会素有中国酒类行业“风向标”、食
品行业“晴雨表”之称，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
的大型专业展会之一。本届糖酒会展览规模
32万平方米，设置葡萄酒、国际烈酒及其他酒
类、食品食材、饮料饮品、调味配料、加工机械、
包装设备等展区，同期举办会议论坛、户外音
乐节、主题街区等融创活动。共有 6500余家
企业参展，超40万观众共襄盛会。

为扩大我区农产品产销对接，促进产业
延链补链，宁夏贸促会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
用，有效利用贸促系统展览资源和联络渠
道，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精心筛选宁夏玺
赞庄园枸杞有限公司、早康枸杞股份有限公
司、宁夏小黄鸭食品有限公司、宁夏微元素
食品开发有限公司、宁夏盐池津玖羊牧业有

限公司、宁夏玺小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
宁县惠林商贸有限公司、宁夏大河之洲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等 21家企业组团参加本届糖
酒会。此次参展产品具有浓郁的宁夏特
色，特别是枸杞作为宁夏的“红色名片”，以
其独特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受到了现场
观众的青睐；滩羊肉则以其鲜嫩多汁、口感
细腻著称，成为现场不少美食爱好者的首
选。糖酒会期间，我区企业通过开展现场讲
解、产品宣传、品鉴互动等多种形式的活动，
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参展代表、经销商和市民
驻足参观洽谈，气氛十分热烈。据不完全统
计，企业共拓展合作客户 2124家，达成合作意
向392个，涉及金额1323万元。

宁夏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将
进一步发挥“联通政企、融通内外、畅通供
需”功能，不断加大统筹力度，夯实服务体
系、创新服务模式，汇聚企业“集群”参展势
能，打造宁夏特色产业标签，助力企业拓展
市场、扩大销路、提升影响，以会展产业的

“加乘效应”持续推动我区重点产业健康可
持续发展。

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闭幕

宁夏促成合作意向超13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