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欧阳靖雯

作为世界范围内最大的荔枝主产区，
2021年，广东荔枝产量突破147万吨的历史新
高，不仅畅销全国还远销海外。

在水果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供需的结构
性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以荔枝为代表的
岭南佳果能跳出“丰产不丰收”的怪圈，离不
开近年来广东省积极建设“12221”市场体系
的有力支撑。

“12221”市场体系即建立“1”个农产品市
场大数据，以大数据指导产销，组建销区采购
商和培养产区经纪人“2”支队伍，拓展销区和
产区“2”大市场，策划采购商走进产区和农产
品走进大市场“2”场活动，实现品牌打造、农
民致富等“1”揽子目标。这一体系从优化产
业结构、拓展流通渠道、打通加工链条、重塑
品牌形象等方面多管齐下，出台一系列措施，
力求解决“卖难”问题。

将营销行动上升为制度设计

广东是水果大省，拥有诸多闻名全国的
农产品品牌，徐闻菠萝、高州荔枝、褚良龙眼、
梅州柚、遂溪火龙果、德庆贡柑等。近年来，
在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的牵头下，一场又一场
时令农产品营销活动随着季节更迭悉数登
场。每一场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12221”品牌营销行动。
其实，作为“12221”体系内容之一的这些

营销行动，都是 2019 年解决徐闻菠萝“卖难”
营销行动的延展和深化，也正是在那一次营
销行动中，“12221”体系的建设发轫。

2019年，针对如何解决“生产条件最好、生
产份额最大的地区却增产不增收”这一痛点，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组成徐闻菠萝专项工作组，
开展专题调研工作。工作组成员各展所长，进
行了大数据建设、采购商经纪人培训、产销对
接等一系列行动，缓解了菠萝“卖难”问题。

看到成效的三农管理者们并没有就此止
步。“我们打算让这一体系常态化推动，让临时
的行为成为制度化的行为，让广东农产品

‘12221’市场体系成为引导生产、推动生产的
重要抓手。”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省乡
村振兴局局长顾幸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从徐闻菠萝开始，广东不断推进各地特
色产业“小切口”实现“大变化”，通过一个单
品一个品牌影响一个产业一个区域，徐闻菠
萝、广东荔枝、广东龙眼、梅州柚、阳西生蚝、
惠来鲍鱼、澄海狮头鹅等优势特色农产品的
营销活动一场接一场，均取得明显成效。

以徐闻菠萝为例，2019 年，发力产销对
接，破解滞销困局；2020年，插上互联网翅膀，
与疫情抢市场；2021年提质增效，加快推进产
业升级。产值从 2018 年的 9.8 亿元逐年攀升
至2021年超22亿元。2021年，徐闻菠萝田间
收购价最高价达到 3 元/斤，与去年同期相比
实现了翻番，辐射带动近 5 万名农户、14.6 万
名劳动力增收。

当好农产品产销“服务员”

“来采购龙眼的采购商，入住我们这个酒
店是免费三天的。”在高州市龙眼采购商服务
中心，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为外地的采
购商介绍最新的优惠政策。免费酒店，人手
一份“采购指南”，贴心的政务服务让一位外
地采购商感叹：“我做这一行十年了，以前都
是靠我们自己去找，现在当地的农业农村局

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方便了不少。”
住店，看起来是采购商个人的小事，实则

关系着产销服务的大局。一地的营商环境怎
样，常常是由这样的小事反映出来的。这几
年，12221 体系能切实发挥作用，很关键的一
点是，各级农业部门转变角色，履行着“政务+
服务”的职能。

记者了解到，“12221”市场体系将销售任
务明确给了农业农村部门。职能的转变让广
东各级农业部门工作人员的工作内容有了很
大的变化：除了去田间地头，他们还要奔赴全
国各地的展会，变身帮助农产品产销的“服务
员”。帮采购商找最好的货源，在采购销售中
当好服务员；在来年的种植品种和规模上，给
种植户和经销商当好领路员是对当地农业农
村部门工作人员新角色的诠释。

“以前我们手上也没有资源能帮到他们，
想帮农民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帮。”高州市农
业农村局市场信息股股长邬飞儒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现在政府从各方面支持去做好
服务，如果达不到效果，自己心里都过不去。

今年，广东荔枝投产面积 394.93万亩，产
量 147.31 万 吨 ，比 2020 年 130 万 吨 增 长

13.3%，产量创历史新高。广东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荔枝营销工作，把荔枝营销作为“我
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内容来抓。

实干出实绩。广东全省荔枝在7月25日
基本售罄，产值约 140.8 亿元，均价为 9.6 元/
公斤。在荔枝连续大年的情况下实现了丰产
优价，荔农持续增收。海外市场开拓取得历
史最好成绩，上半年广东荔枝出口量同比增
加79.8%。

全民营销合力打响区域品牌

“感觉我们今年真是全民营销，大家都把
卖柚子当成一件大事在做。”进入秋季，正是
柚子上市的季节，梅州的“柚子姐”丘牡香的
电话忙个不停，直到晚上十点才有空接受记
者采访。“以前没这么多人知道我们梅州柚
的，政府力量比较大嘛，他们牵头办营销活动
就真的一下子让我们的名气响了很多。”

不仅是柚子，近年来“广东喊全国人民吃
荔枝”“广东徐闻有片菠萝的海”等话题频繁
登上微博热搜榜，一批“粤字号”农业品牌纷
纷出圈。

打造好品牌先得自身品质硬。梅州柚一
家龙头企业的负责人邓展华说：“对于梅州柚
来说，必须要坚持分批分区域采摘，不熟不
采、非熟不卖，把品质稳定下来，把‘回头客’
攥牢才是建设品牌的根本。”据悉，2020 年梅
州柚的总产量达到了 93 万吨，广东省最大的
蜜柚种植县大埔县蜜柚产量为 32 万吨，预计
今年的产销稳步增长在5%-8%之间。

广东提出，特色优势农产品产销将继续
突出品牌引领，拓展国内国际两大市场。加
快实施产业“大品牌、大市场、大企业、大平
台”发展战略。

据了解，广东省农业农村厅还将进一步
完善基础设施，共享服务平台。充分运用互
联网资源和大数据手段，组织开展产销精准
对接，加快布局数字农业“新基建”。建设产
地公益型农产品冷链物流服务体系，推动“田
头智慧小站”等设施建设，着力打通农产品冷
链“最先一公里”的问题。鼓励有条件的地市
主动加强与供销、邮政系统沟通合作，共建共
享冷链和邮政快递平台资源，推动特色农产
品出村进城，卖出好价格。

广东创新市场体系建设破解增产卖难——

岭南有佳果 丰产又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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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周报

集贸市场
羊肉价格下降

据对全国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的监测，8月份第3周（采
集日为8月18日）生猪、羊肉价格下降，家禽产品、生鲜乳、豆粕、育
肥猪配合饲料价格上涨，牛肉、玉米、蛋肉鸡配合饲料价格持平。

生猪价格 全国活猪平均价格 15.21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
1.6%，与去年同期相比（以下简称“同比”）下降59.1%。北京、海南、
四川、吉林 4个省份活猪价格上涨，甘肃、辽宁、天津、湖北、浙江、
陕西等26个省份价格下降。华南地区活猪平均价格较高，为16.97
元/公斤；东北地区较低，为 13.71 元/公斤。全国猪肉平均价格
25.36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 1.2%，同比下降 54.7%。北京、云南、
吉林、海南、贵州、青海 6个省份猪肉价格上涨，辽宁、天津、河北、
福建、湖北、山西等 24 个省份价格下降。华南地区猪肉平均价格
较高，为 28.88 元/公斤；东北地区较低，为 21.02 元/公斤。全国仔
猪平均价格 38.10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 3.4%，同比下降 64.9%。
华东地区仔猪平均价格较高，为43.56元/公斤；东北地区仔猪平均
价格较低，为30.22元/公斤。

家禽产品价格 全国鸡蛋平均价格11.15元/公斤，比前一周上
涨0.5%，同比上涨19.4%。河北、辽宁等10个主产省份鸡蛋平均价
格 10.63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 1.1%，同比上涨 34.6%。全国活鸡
平均价格19.21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0.3%，同比下降2.3%。白条
鸡平均价格21.41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0.1%，同比下降2.1%。商
品代蛋雏鸡平均价格为 3.70元/只，比前一周上涨 0.3%，同比上涨
0.3%。商品代肉雏鸡平均价格为 3.21元/只，比前一周上涨 0.6%，
同比下降3.6%。

牛羊肉价格 全国牛肉平均价格 85.11 元/公斤，与前一周持
平，同比上涨1.9%。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和河南等主产省份牛肉
平均价格 77.82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 0.2%。全国羊肉平均价格
81.59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0.1%，同比上涨2.6%。河北、内蒙古、
山东、河南和新疆等主产省份羊肉平均价格78.44元/公斤，比前一
周下降0.3%。

生鲜乳价格 内蒙古、河北等 10 个奶牛主产省份生鲜乳平均
价格4.37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0.2%，同比上涨17.8%。

饲料价格 全国玉米平均价格2.95元/公斤，与前一周持平，同
比上涨 21.4%。主产区东北三省玉米平均价格为 2.65元/公斤，比
前一周上涨 0.4%；主销区广东省玉米价格 3.07元/公斤，比前一周
上涨 1.0%。全国豆粕平均价格 3.81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5%，
同比上涨 16.2%。育肥猪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62元/公斤，比前一
周上涨 0.3%，同比上涨 11.4%。肉鸡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65元/公
斤，与前一周持平，同比上涨 10.6%。蛋鸡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37
元/公斤，与前一周持平，同比上涨11.6%。

本栏目稿件由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农业农村部信息
中心提供

批发市场
肉蛋菜价格小幅下跌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21年第33周（2021年8月16日-2021年
8月22日，下同）“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为113.59（以2015年为
100），比前一周降0.66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为
114.57（以2015年为100），比前一周降0.79个点。

猪牛羊肉、鸡蛋价格小幅下跌 猪肉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
21.36元，环比跌 0.3%，同比低 55.9%；牛肉每公斤 75.64元，环比跌
0.1%，同比高 3.4%；羊肉每公斤 70.17 元，环比跌 0.3%，同比低
0.8%；白条鸡每公斤16.72元，环比涨1.4%，同比高2.6%。鸡蛋批发
市场周均价每公斤 10.52 元，环比跌 1.9%，同比高 31.3%。市场反
映，前期主要受中秋十一食品厂备货集中采购影响，鸡蛋价格连续
上涨，目前集中采购已基本结束，鸡蛋价格出现小幅回落。

多数水产品价格小幅下跌 鲤鱼、鲫鱼、花鲢鱼、草鱼和大黄花
鱼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分别为17.16元、23.58元、20.03元、21.56
元和45.54元，环比分别跌3.1%、2.0%、1.8%、1.3%和0.4%；白鲢鱼和
大带鱼每公斤分别为12.52元和39.32元，环比分别涨0.5%和0.3%。

蔬菜均价小幅下跌 重点监测的 28种蔬菜周均价每公斤 4.56
元，环比跌1.5%，同比高1.6%。分品种看，17种蔬菜价格下跌，1种
持平，10种上涨，其中，黄瓜、菠菜、茄子和莲藕跌幅较大，环比分别
跌11.4%、7.6%、5.8%和5.1%，其余品种跌幅在5%以内；青椒价格环
比基本持平；西红柿、菜花和莴笋环比分别涨4.4%、3.8%和3.0%，其
余品种涨幅在3%以内。

水果均价持平略降 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周均价每公斤 5.63
元，环比跌 0.9%，同比高 7.2%。分品种看，巨峰葡萄、西瓜和香蕉
价格环比分别跌5.0%、3.8%和0.8%；菠萝、富士苹果和鸭梨周均价
环比分别涨4.2%、1.4%和0.7%。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金慧英 林单丹 文/图

从田间地头到市民餐桌，粮食果蔬销售离不
开菜市场这一环节。在消费中体验文化，赋予农
产品更多的价值，让百姓餐桌更加丰富，天津市
在特色菜市场建设上给出了别样答案。

作为 2021 年的民心工程，天津市不断增建
便民农贸商业设施。新建、提升改造和平区芷江
路、南开区龙井、红桥区天添鲜和水西园、北辰区
郡德花园和瑞恒、宁河区绿屏西路7个标准化菜
市场。新建100个品牌连锁便利店，满足群众就
近消费需求。

在天津的菜市场里能逛自行车博物馆、能逛
电影博物馆、还能逛儿童玩具博物馆，有趣有文
化内涵的购物体验让消费者爱上购买农副产品
的过程。

为响应天津市政府“退路进厅、环境综合整
治”号召，第一代菜市场将马路市场进化到大棚
市场，解决了环境脏乱差、购菜缺斤短两等问题；
随后发展为“岛台式”设计布局，合理形成二代菜
市场，解决了市场客流不均的问题；以乐氏公司
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菜市场，则融入了天津市文
化特色元素，每个市场被冠以不同的文化主
题，打造文创型体验式购物场景。目前，天津
菜市场建设已迈入第四代智慧化建设阶段，即
进入智能时代。

在抖音、小红书、ins 等新型社交软件上，各
地富有特色的菜市场逐渐成为游客们“深度游”
的打卡地。这里是一个城市生活文化最为浓厚

的地方，沿袭多年的生活方式，更是记忆深处不
可磨灭的生活印记。它们独一无二，囊括了世间
百态，是接地气市井文化的缩影。在天津望海楼
社区中山路菜市场里，络绎不绝的天津老饕中也
夹杂着不少外地游客的身影。在这里不仅可以
买菜，还能在二层600平方米的“菜市场”博物馆
中，品味码头文化下这座沿海城市的历史变迁。
老牌楼、老店铺牌匾、老买卖家伙，这里演绎了曾
经的商贾齐聚；游走其中，伴随楼下真实的市场
买卖声，仿佛穿越回百年之前。

除了让买菜乐在其中的文化主题菜市场，挖
掘群众消费行为背后的生活习惯，从而指导农商
对接，也成为新型菜市场的新职责。“我们通过大
数据收集分析，能够指导商户销售，还能进一步
完善农副产品的可追溯信息。”天津市菜市场经
营服务行业协会会长单位——天津市雅乐氏市
场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刘彬介绍，通过电子秤
的信息收集，大数据“织就”天津农副产品在实体
销售端的关系图。

“10∶33 蓟州山区传统土猪 101.7 元”“10∶45
刘记水果成交金额 108.5元”“10∶46利达切面成
交金额 104.5元”在天津市河西区美丽的菜市场
三水道店的大屏幕上，一个个商家成交的即时数
据滚动播出……在消费行为的背后，大数据描摹
出了热爱生活的天津人购买农副产品的习惯。
该市场以自主研发的电子智能秤及线上商城为
依托，以大数据计算为核心，通过数据收集、计算、
分析和处理，将农副产品交易信息从纸上的数字，
活化为农户、商户交易的历史依据。大数据时代

的菜市场强化商品溯源，确保食品安全，同时通
过大数据支撑，提高市场运营管理精准度。

近年来，为最大限度便利百姓生活，天津的
菜市场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天津市雅乐氏
市场有限公司旗下多个菜市场就细化分类、精准
销售，市场中生鲜果蔬、海鲜水产、米面粮油、特
色美食、家政服务等品类应有尽有。除传统农贸
市场外，孵化出“乐葩夜市”品牌，最大限度满足

群众夜间生活和一站式购物需求。
天津的各精品菜市场不仅发挥了保供应、保

民生、保稳定的行业作用，更是在管理上强化环
境设施、卫生安全、制度建设等方面工作。先进
的设施加优质的管理，为广大顾客打造文明诚
信、公平公正、干净整洁、便利多样、井然有序的
购物环境，达到百姓买得放心、吃得安心、长期受
益的根本目标。

天津市推进农商对接，建设新型特色菜市场——

接地气有文化还智能的菜市场“很好逛”

游客在参观天津市中山路菜市场博物馆。

市场观象

8月26日，安徽宿州市埇桥区永安镇无花果基地，农民正忙着
采收、包装成熟的无花果，以每公斤10元以上的价格销售给外地
客商。由永安镇退役军人王兴林创办的500亩无花果基地日前进
入销售旺季。无花果基地已经辐射到埇桥区的桃沟、蒿沟、西二
铺、边河等乡镇街道，种植面积在2000亩以上，种植户亩均收入在
万元以上。图为无花果基地负责人王兴林（右）向村民传授无花果
盛果期管理技术。 祝家刚 张明海 摄

安徽宿州市埇桥区
无花果进入采收期

流通大观

热点调查

□□ 孙颖

近日，北京新发地市场与商户及国内电商运
营团队共同发起成立新发地“新发云”项目，把全
国农产品供给需求连成网，通过整合产业全要素
资源，构建全新数字化、智慧型的农产品流通大平
台，使农产品供需成网、流通加速、消费者得实惠。

“新发云”农产品线上大平台将实现统一为

客户提供信息、质检、交易、结算、运输等全程电
子商务服务，还将融合物流配送服务、物流交易
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于一体，实现各层级会
员管理、供应商商品发布、经销商在线下单交易、
订单结算、交易管理、担保授信等功能。

此外，平台还通过制定和实施符合现代物流
要求的技术标准，对农产品在选品、种植、管理、
采摘、分拣、品控、预冷、包装、运输等过程进行控

制，形成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通过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赋能，推
动农业生产区域化、专业化、规模化。

据新发地市场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发云”平
台启动后，将把全国范围内的农产品供给侧和需
求侧连成一张大网，信息互通互联，服务模块化，
让需求和供应高效连接，推动平台业务向农产品
产业链两端延伸，让产地资源、中间服务者与消

费群体三方利益最大化，全面提高中国农产品流
通的总效率。对于广大种植者来说，每个区域的
农产品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及信息及时调整种
植结构，选好适销对路的品种，合理控制规模，增
加农产品销路的确定性，让产销无缝衔接。此
外，通过线上大平台对农产品产业链的深度整
合，平台上的农产品都可查询，农产品追溯体系
将日益完善。

“储良龙眼”发源于高州市分界镇储良村。 资料图

北京新发地市场将上线“新发云”——

“网罗”供需信息“智慧”产销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