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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天 时 间 里 ，记
者到过“南菜北运”基
地、北方设施蔬菜生
产基地，访过菜市场、
社区菜店，全面了解
春节期间“菜篮子”生
产供应情况。

总 的 来 看 ，今 年
春节期间，我国蔬菜
主产区在田蔬菜长势
良好，产销环节运输
通畅，价格运行在合
理 区 间 ，产 品“ 产 得
出”、市场“供得稳”、
群众“买的便”。

农 历 春 节 将 至 ，
在各方努力下，定能
守 护 好 千 家 万 户 的

“菜篮子”，为亿万人
民带来浓浓的年味与
满满的幸福。

北京新发地“菜篮子”定慧北里直营店内，蔬菜供应充足，居
民们正挑选蔬菜。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胡燕俊 摄

河北邯郸永年区前当头村村民正在采收菠菜，供应市场。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侯雅洁 摄

四川雨润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内，批发车、采购车辆络绎不绝。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高文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高文 侯雅洁 邓卫哲

见习记者 郭诗瑀 胡燕俊

过新年，盼团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是辞旧迎新
少不了的仪式。

还有四天就是除夕，家家户户开始置办年货。
面对快速增长的消费需求，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
供应和价格情况如何？源头端蔬菜生产是否稳定？
从田头到餐桌的道路运输是否通畅？记者兵分5路，
深入北京、海南、山东、四川、河北等地，从产区到销
区、从田头到菜店，了解春节期间“菜篮子”保供稳价
情况。

市场年味浓

11月月44日早上日早上，，北京市朝阳区金旭菜市场北京市朝阳区金旭菜市场
七点半，市场里买菜的人熙熙攘攘。摊主李建

康站在自家蔬菜摊后，眼疾手快地隔着菜摊给顾客
递上一个菜篮子。

“现在卖得最好的还是白菜、红薯、萝卜、土豆这
些。”李建康指着明显已经“凹”下去的菜品摆放区
说。每天凌晨三点，他都要开着货车前往位于朝阳
区十八里店乡的大洋路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进货，每
次要上货一两千斤，六七点左右就得运到菜市场准
备售卖。

“按照往年的经验，这个进货量过了小年可能还
要翻一倍，一直持续到腊月二十八、二十九，那会儿
大家多少都要为过年买点菜。不过今年的情况不好
判断。”李建康告诉记者。

对比往年同期，现在日均销量有所下降，尽管还
未到春节假期，但因为很多人都回老家了，老顾客明
显少了很多。“我卖到二十九也回河北老家过年，不
受疫情影响了，谁不想早点回去呢。”李建康笑着说。

11月月55日凌晨日凌晨，，北京市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北京市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凌晨三四点，是新发地最热闹的时候。一辆辆

货车满载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产品涌入新发地，驶入
各自的售卖区。等到天亮，大棚里的货已换了几轮，
空了的货车也准备休整重新踏上返程。

作为承担北京80%以上蔬菜供应的新发地市场，
近二十天的蔬菜日均进场销售量在 1.9 万吨。“到小
年后，这个数字大概能达到 2 万吨，差不多是峰值
了。”新发地宣传部部长童伟说。

储备多少？“茄子大王”李军给了记者一个预估
数字，“在节日跟保供时，我们会比平常要多存40%的
货，比如一天卖80吨的话，需要提前储备100-120吨
茄子。”

菜从哪来？“花菜大王”孙燕燕告诉记者，现在市
场上卖的花椰菜来自山东、河南、江苏的储存货比较
多，三五天之后福建、温州、云南货大量上市，正好供
应春节期间。“我们在温州有自己的种植基地，与云
南等地的合作社也有合作，供货不必担心。”

价格如何？“年前估计不会有太大的涨幅。”孙燕
燕告诉记者，现在每斤精品花菜的价格已经从前两
天的4元多回落到3.56元，利润空间不大。以云南产
地的菜花为例，产地收购费 2.7 元/斤，加上运费 0.5
元/斤，还有人工费、冷库打冷电费、包装费等，每斤
成本价差不多3.7元。“如果销量走得不快，多卖一天
增加的损耗成本会越多。”

11月月1212日早上日早上，，成都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成都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
手表指针指向五点，天空依然漆黑，而成都农产

品中心批发市场内却异常喧闹，大宗交易刚刚结束，
零星采购商络绎不绝。

海鲜一族档口的经营者沈婷婷一边忙着和工人
一起碎冰、装箱、打包，一边告诉记者，她主要经营各类
虾蟹，每天的批发量在1万斤以上，“虽说2022年受疫
情影响，整体批发业务下降了40%，但现在交易量已经
基本恢复了，价格也基本稳定，没有大起大落。”

市场内最大的淡水鱼批发商陈国华表示，目前，
每天活鱼交易量差不多七八千斤，基本上达到了以
往的水平。“冬天马上就过去了，用不了多长时间一
切都会变好的。”陈国华乐呵呵地说。

记者手记：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做好2023年元旦春节

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做好粮油肉蛋奶果蔬等
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不断丰富节日市场供
给，制定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预案，加强市场监测预
警，适时增加储备投放。

每逢过年，群众“菜篮子”产品需求数量大、种类
多，特别是今年春节来得较早，防控政策优化调整
后，跨区域人员流动将加速释放，消费将更加向人口
输出地集中，这对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稳定供给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拎稳“菜篮子”，才能安心过好年。记者随机采
访看到，不管是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还是社区菜市
场，摊位间叫卖声、吆喝声、砍价声此起彼伏，市场内
供应量足类丰、质优价稳，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运
行，处处洋溢着欢乐喜庆的节日气氛。

销量在回升

11月月77日日，，海南省琼海市新发地冷库基地海南省琼海市新发地冷库基地
琼海市是海南冬季北运瓜菜、辣椒的主产地之

一。基地没有了往日的繁忙景象，只有几位辣椒收
购商在闲聊。该冷库负责人王贺平说，从1月1日到
7日，整个冷库只发了 15车瓜菜，往年这个时候一天
发车十几辆。2500 吨的库容，收购商们也仅租用了
不到一半，去年这个时候是一库难求，“2022 年一共
发了 82 万件货，每件 22 斤。今年内地行情不是很
好，市场需求疲软。”

在冷库基地，山东临沂的瓜菜批发商周清来海
南收辣椒已经 20 年，他告诉记者，从 2022年 12 月 30
日到今年1月7日只发了7车货，比去年少了一半，销
地市场卖不动，进而影响了产地的积极性，加上前段
时间受海南低温多雨天气影响，辣椒产量也有所降
低。面对冷淡的行情，他直言：“同行们都是在坚持，
相信行情不可能一直这样，消费应该会有所复苏。”

周清给记者算了笔账，以1月7日发车的这批泡
椒为例，田头收购价 2.6 元一斤，每件 20 斤共 52 元，
纸箱、薄膜、包装等物料人工费12元，代收费2元，从

地里拉到冷库的运费最低 1 元，打冷及装卸费 3 元，
从海南到山东市场的运费 10 元，这样算下来一件货
到销地市场的成本要80元，卖4块钱一斤才能保本，
而当天的价格是40元一件，“亏40也得卖，要是都不
收了，农户一旦舍不得投入，甚至弃管，这季就完了，
后期即使行情好转也没货可收了。”

周清觉得，这两年海南冬季瓜菜的优势周期不
断缩短，一是内地设施大棚的标准越来越高，冬季瓜
菜的产量在不断增加；二是云南、广西上了部分设施
大棚后，采收周期也在延长，“这就需要海南冬季瓜
菜必须种植那些需要高光高热、内地大棚里种不了
的品种。”

11月月88日日，，三亚崖州果蔬综合批发市场三亚崖州果蔬综合批发市场
这里是海南主要的产地市场，全部是北运瓜

菜。当天下着小雨，但市场里送菜、拉菜的车流人流
不断，一派热闹景象。

在海南收购青瓜23年的宏达精品蔬菜负责人吴
贵华告诉记者，今年的青瓜市场行情还可以，就是种
植面积有所减少，产量只有去年一半，导致有点供不
应求，收购价格上涨。吴贵华每年在海南四个多月，
收购青瓜超5000吨，是市场主要的青瓜收购大户，主
要销往广东。

广西龙展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是市场主要的豇豆
运销商之一，除了在海南，还在广西、云南等省份大
量收购豇豆，除大年初一停收一天，其他每天都收
购，能够做到全年不断货，主要销往河南、浙江、江
苏、陕西等地。

该公司负责人温明龙说，豇豆一直是海南冬季
瓜菜的龙头产品，价格15年来一直比较稳定，没有太
大波动，因为豇豆对光热的需求较高，冬季内地大棚
基本种不了，1月7日发了5车豇豆，每斤收购价格在
6-7元。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利国镇乐三村村委会书
记容伟最近忙得不可开交，他带头采用纱网大棚、黄
蓝板等病虫害综合绿色防控技术种植的 320 亩豇豆
长势良好，每天都有两三万斤豇豆要采收销售。“采
用新技术种植的豇豆，每亩可增产2000斤，一季两茬
花可采收 6000多斤，按照现在 6块多钱一斤的价格，
每亩收益超过3万元，除去1.5万元的成本，每亩也有
2万元左右的纯收入。”容伟笑着说。

记者手记：
虽然疫情带来的冲击仍在，但记者发现，农产品

市场经营者和批发商对今后市场的预期充满希望。
他们认为，现阶段市场销售地尽管还没有到达以往
水平，但消费量和销售价格都在逐步稳定回升。而
农民、种植大户、合作社经营者则表示，要采用新的
种植技术，采用绿色高效栽培模式，减少农资投入，
实现节本增效。

据了解，目前，海南冬季瓜菜种植面积227万亩，
同比增加16%。其中瓜类种植面积87.45万亩，同比
增加 11 %；椒类 62.54 万亩，同比增加 52.4%；豆类
29.29万亩，同比减少7.9%；茄类13.23万亩，同比增加

9.6%，其他19.8万亩，同比增加9.3%。瓜菜采收面积
累计58.8万亩，同比增加1.6%，能够满足北运蔬菜的
数量需求。

生产没耽误

11月月1010日上午日上午，，山东省寿光市洛城街道东斟灌村山东省寿光市洛城街道东斟灌村
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社员李永400米长的彩椒大棚里，一垄垄
红色五彩椒树，一眼望不到头。

早上 7 点，李永和 6 个帮工戴好头灯，提着塑料
桶，采摘红彩椒。棚内温度比棚外高十七八摄氏度，
李永忙出一头汗。几名帮工手脚麻利，不到一会，彩
椒就堆满一桶。

不到10点，6人摘下了2000多斤彩椒，李永驾驶
着“地老虎”机动车从棚内出发，送到合作社出售。
当天采购价每斤4.5元，李永收入9420元。最近彩椒
大量上市，李永棚里的五彩椒一天一采，四个大棚每
天能采8000多斤。

“节前彩椒走出好行情，主要是因为市场需求旺
盛。”李永说，一方面，客商都加紧备货，需求量大；另
一方面，8月份定植的彩椒已经集中上市完毕，9月份
定植的刚开始卖，目前处于分批上市的间隙期。“我
家蔬菜大棚控制的温度低，彩椒上色慢，8 月份定植
的现在还在摘，正好能卖上好价。”李永脸上露出了
笑容。

“忙生产、防疫情，啥也没耽误。现在很多人都
已经康复了，最严重那会儿大家分批感染，对生产影
响不大。”李永说。

11月月1010日中午日中午，，山东省寿光市孙家集街道瑞航家山东省寿光市孙家集街道瑞航家
庭农场庭农场

瑞航家庭农场正在“忙年”。装卸工人将打冷、
装箱后的蔬菜搬上车，来自寿光当地及云南等地的
28 种蔬菜，将一起运往辽宁、沈阳、哈尔滨等地的商
超。“已经发走一车了，今天一共会发走 3车，临近春
节，每天有18万斤新鲜蔬菜供应东北市场，比平时的
量多三倍。”农场主郑景渠说。

“这些菜凌晨四点就会走上超市货架。”郑景渠
告诉记者，疫情防控措施调整后道路更畅通了，以辽
宁为例，走绿色通道，现在出发凌晨就可以到达，“以
前都会在当地配货，现在直接空车回来，以保证第二
天的供应。”

瑞航家庭农场的忙碌从腊月初五就开始了，
会一直持续到腊月二十八。郑景渠说，目前，东北
地区、甘肃、西安等地蔬菜需求量直线上升，相反，
北京、广东等大城市的需求量会小一点。“今年大
家都要回家过年，人口输出地的蔬菜销售量会相
对提高。”

“28种菜、18万斤，货从哪来？”记者问。
“除了农场的‘自家菜’，周边 150 公里范围内的

蔬菜只要质量合格，运到咱合作社，就给统一销售。”
郑景渠说，农场带动了周边200户农户，不仅是寿光，
昌乐、临淄、平度等地的蔬菜也会拉来销售。

“南方菜也会过来，正在装箱的辣椒，就是从云
南拉来的。”郑景渠补充道。

记者手记：
东斟灌村4486亩的地里“长”着640个蔬菜大棚，

主要种植五彩椒。在党支部领办下，东斟灌村先后
成立了“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和
资金互助合作社。合作社成立后，像李永一样的社
员，使用化肥等农资均由合作社统一采购，大棚日常
管理有合作社技术人员指导，最重要的是种出的彩
椒也由合作社包销。

作为我国北方设施农业主产区，寿光蔬菜产业
早已不再是传统种菜、卖菜，而是“买全国卖全国”，
这得益于不断探索发展出新模式：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越来越多像李永一样的“新农人”回乡发展，为家
乡注入活力；组建全国首家蔬菜合作社联合会，搭建

“联合会+合作社分会+示范社”体系架构，让种植户
“单打独斗”转变为合作社“抱团发展”。

销售有保障

11月月66日下午日下午，，河北邯郸永年区河西堡镇西河庄乡河北邯郸永年区河西堡镇西河庄乡
永年区是全国主要的设施叶菜供应基地。午

后，河西堡村蔬菜拱棚上的草苫卷在一旁，沿着小
路，记者发现，有的大棚里生菜才刚探出头，有的大
棚里及膝高的莜麦已快收割完毕。“天气好，以往春
节前莜麦还收不了，现在都长成了。”河西堡村村民
王学生正在地里收割莜麦菜。

王学生种了 25年地，一共有 10个四分地大的棚
子。大棚顶上放着泡沫箱，夫妻俩忙着把收割下来
的莜麦菜装进里面，“装完拿去旁边的市场就有人收
走，收不走的就在地里放一两天。收完继续种，地不
闲的。”

放眼望去，整齐的蔬菜拱棚一排接着一排。永
年区农业农村局任肃科介绍，拱棚叶菜生产是永年
区的特色，全区拱棚叶菜20万亩，年产量90万吨，主
要集中在西河庄乡、张西堡镇等乡镇80多个村，生产
品种有莜麦菜、菠菜等70多个蔬菜品种，全部实现标
准化生产。

在蔬菜拱棚附近的是长青无公害蔬菜专业合
作社。合作社负责人王现海告诉记者，周围固定有
200-300 户农户往这里送菜，他们从地头把打包好
的蔬菜送过来，车装满就拉走。一般情况下，下午
四五点左右送到北京新发地市场，到第二天早上基
本能批发完毕。“一车拉 1.4 万-1.5 万斤，一天得拉
两车货走。”

记者走进冷库发现，已打包好的箱子摞到接近
房顶，泡沫箱侧面写着“顺、奇、占、伟”，王现海说，这
些都是农户名字的简写，将来一旦到了市场或者菜
品质量出现问题，看名字就知道该找谁。

11月月77日下午日下午，，河北邯郸南大堡蔬菜批发市场座谈河北邯郸南大堡蔬菜批发市场座谈
“春节期间，供应量一天比一天大。平常情况

下，市场外地货一天进 60 车左右，年底会达到
100-150 车。”南大堡蔬菜批发市场批发商燕二波告
诉记者，腊月二十到正月十五一直是蔬菜供应旺季，

“行情好的话，这25天能把一年的辛苦钱挣回来。”燕
二波笑着说。

福建的青椒、尖椒，云南的瓜类、根茎类，湖北的甘
蓝、萝卜，四川的莴笋、菜花……走进联邦农产品批发
市场的兴农门，道路两边停满了前来蔬菜交易的货车，
农户们把蔬菜装在塑料袋和篮筐里，等着批发商前来
收购，时而还有骑着三轮车的农户前来送菜。

据该市场提供的数据，1月份以来市场平均每天
蔬菜交易量达 3394吨，交易车辆达 1743辆。“从凌晨
三点到晚上十点一直有交易，不断有客户来收菜。”
批发商吴建波说，“来收购的有超市、电商平台，大多
都是新疆、内蒙古和东北的商户来收货，销量比平时
要多一倍。”吴建波介绍，许多外地客商与当地农户
都是长期合作关系，供应蔬菜时间久了，有一定的信
誉。“外地客商也不用来，一个电话的事儿，要什么
菜、要多少，农户打包完直接就送过去了。”

农户与客商之间的联系就得依靠当地的经纪
人。“现在都有微信群，缺什么货，客商在群里一发，
基本上就有农户应答了。”批发商张红炉说。除了微
信群，市场还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每天蔬菜供需信
息，并安排员工通过个人自媒体账号直播，播报每日
菜价，方便商户了解行情。

记者手记：
王学生算了一笔账：购买农资大概需要1000块

钱成本，一茬一分地的莜麦能卖500斤，按最理想的
状态，一个棚子4分地能产2000斤的莜麦，能卖3000
块钱，赚2000块。接近春节，莜麦价格也涨上来了，
暖和的天气让他们一家的收成好上加好。

农户只管种地，不愁找市场、寻买家，收完了自
有合作社经纪人和批发市场等着收；经纪人则负责
沟通农户和客商，精准对接需求。从田间地头到客
商手上，每个流程的“负责人”都各司其职，确保新鲜
蔬菜从产地顺利送出。

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举足轻重。既要为农
户种地提供支持，也要给市场交易营造更便捷的环
境，让农户安心卖菜，市场有序流通。

物流变通畅

11月月55日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上午10点，交易区里停着大大小小的货车，货车

挡风玻璃后普遍放着“北京市菜篮子工程 绿色通
道”通行证，一位工人正搭着梯子卸货，旁边的工人
拿着计算器算钱，配合默契。

货车司机武雪强的车就停在这里。“前天早上 6
点，从云南姚安拉上菜花就出发了，走到贵阳下大
雾，今天凌晨才到新发地。”武雪强告诉记者，路上的
卡点都撤了，走绿色通道免过路费，一路畅通，“路上
三小时休息一次，基本两天就到了。”

46岁的武雪强，是跑冷链车的个体户，有着多年
的经验。一年到头，以车为家，动辄在路上就是两三
天，货车是武雪强待得最久的地方。他把驾驶室收
拾得干干净净，后排座位上搭张床，“方寸为家”。

冬天货车车厢打冷，晚上睡在驾驶座里靠电暖
器取暖，一晚上要花费十几块的油钱。之前疫情期
间的设卡最让他懊恼，有时没法停车休息，运货时长
也大大增加，损耗的成本就可能更多。

武雪强说，“明天花菜能卖完的话，就去河北拉
羊绒，再去湖北拉两车花菜就回家过年了。”说起回
家过年，武雪强脸上露出期待的笑容。

11月月1212日中午日中午，，成都市益民菜市长顺街店成都市益民菜市长顺街店
菜店坐落在成都著名景点宽窄巷子入口处。上

到二楼，水灵灵的各色蔬菜、活蹦乱跳的鲜鱼、颜色
鲜亮的肉类以及泛着油光的香肠腊肉正“躺”在货架
里，等待市民挑选。

“市场辐射周边6万居民，业态分为蔬菜、鲜肉禽
肉、水果、水产、海鲜、日用百货区域，日均客流在
3000 人，逢年过节客流甚至翻倍。”益民供应链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张艺凡告诉记者。

供应量如此之大，货源怎么保证？张艺凡介绍，
公司通过合作共建的模式，在都江堰、彭州等地建设
了益民“菜篮子”保供示范基地，并通过签订基地合
作协议，建立直采直销基地，品种达 30余种，既保证
货源又能有效抑制价格异常波动。“我们还与外省产
销一体化的大公司建立购销合作机制，及时掌握上
海青、莜麦菜、黄白菜、菜心、西蓝花等产品的供应情
况，确保向益民门店持续供货。”

成都市农业农村局市场处副处长王涛告诉记者，
成都是全国闻名的冬春蔬菜生产基地，年蔬菜消费量
为293.13万吨，成都市自产蔬菜可以完全自给。为保
证“最初一公里”仓储冷链运输，目前，成都已形成“三
级”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和“二级”产地冷链网络，确保
城市蔬菜、水果等鲜活农产品保供稳价。

记者手记：
运输环节出问题，会给农产品流通带来很大困

扰。确保流通环节畅通对保证农产品市场供应非常重
要。正是货车司机们“不舍昼夜”的衔接，使农产品从
田间地头到消费者餐桌形成一个完整的供销链闭环。

要畅通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既要畅通产
地和销地的“大动脉”，为跑南走北的大货车司机打
开一条便捷通道，也要畅通城市内运输的“毛细血
管”，使蔬菜送到百姓家门口更方便。期盼各个环节
的农产品产销网能够时时处处畅通便捷，让鲜活农
产品能更快速地从地头走到百姓餐桌。

保障“菜篮子”，事关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各
环节。几天时间里，记者到过“南菜北运”基地、北方
设施蔬菜生产基地，访过菜市场、社区菜店，全面了
解春节期间“菜篮子”生产供应情况。

总的来看，今年春节期间，我国蔬菜主产区在田
蔬菜长势良好，产销环节运输通畅，价格运行在合理
区间，产品“产得出”、市场“供得稳”、群众“买的便”。

农历春节将至，在各方努力下，定能守护好千家
万户的“菜篮子”，为亿万人民带来浓浓的年味与满
满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