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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百姓把“菜篮子”拎得稳拎得舒心
我市多措并举把牢产品生产、流通、调控保障和品牌建设各环节

■ 本报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陈振 张辉

冬日赶大集 乐享“烟火气”

■ 本报记者 辛璇

《天津日报》联合津云新媒体，带您上山采
摘，奔赴田园，一路追寻天津乡村的大美风光
与宝藏好物，从产品到风景再到风土人情，全
方位展现新农村的新风貌，将山田间的美食带
到您身边。

乡村走读

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甄营村的现代设施种植标准化园区的温室里，西红柿植株长

势喜人，种植户在为西红柿植株扶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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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宝坻区新开口镇的大集上热闹
非凡，熙熙攘攘的人群沐浴在冬日暖阳下，处处
洋溢着浓郁的烟火气与醇厚的乡土情。
“去年以来，我们秉持放管结合、融合

发展的理念，积极探索符合新时代需求的
农村大集发展之路。搭建起民俗传统与现
代生活、乡土文化与农旅经济相互连通的
桥梁，借助城乡融合与数字平台的力量，实
现传统农村大集从单纯的‘卖场’到热门
‘景点’的华丽转变，成功将匆匆过客般的
‘人流’转化为惬意停留的‘客留’，使其成
为名副其实的‘打卡地’。”新开口镇党委书
记王宝季介绍道。
步入大集，古朴的集市韵味与现代元素巧

妙融合，扑面而来。现场的相关负责人向记者
介绍，新开口镇在场地改造、分区布局优化以
及管理模式升级方面持续投入心力。曾经略
显杂乱的场地，如今规划得井井有条：生鲜区，
各类肉蔬鲜活水灵；干货区，散发着质朴香气
的干货整齐码放；服装区，色彩亮丽的服饰琳
琅满目。各个区域功能明确，顾客能轻松找到
心仪的商品。
放眼望去，一个摊位挨着一个摊位，鲜肉蔬

菜、水果糕点、炒货干果等琳琅满目，让人目不

暇接。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吆喝声、讨价还价
声、手机付款声此起彼伏，在一买一卖间，互相
送出美好祝福。
在这里，“泥土味”十足的特色农产品与

“现代风”的营销方式相得益彰。新开口“炸
焦”，色泽金黄诱人，一口咬下，酥脆的口感
瞬间在齿间绽放，香气四溢；无油麻酱，质地
醇厚，散发着浓郁的香味，保留着最纯正的
风味；富锌土猪肉，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备
受青睐。40余种极具地域特色的优质农品

齐聚大集，成为吸引顾客的亮点。与此同
时，“ZHAOZHAO”等本土直播大V走进大
集摊位，通过手机屏幕，将大集的热闹场景
与特色产品实时分享给线上观众。特色农
品的独特魅力与网红直播的强大引流能力
双剑合璧，大集的知名度与吸引力与日俱
增。线上，网友们通过直播云逛集，留言互
动热烈；线下，顾客们穿梭于摊位之间，精心
挑选心仪好物，每个人都拎着大包小包，脸
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满载而归。

据了解，每逢农历二、五、八、十，新开口大
集开集，日流量突破5000人次，去年春节期间
更是超过1万人次。大集的摊贩数量也从最初
的120户增加至270户，春节期间可达320户，
商业活力蓬勃迸发。
大集的“百姓大舞台”，因天津市文联艺

术家实践基地的落户，成为又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舞台上，京东大鼓的鼓点激昂有力，
演员们手持鼓板，说唱间尽显民间艺术的豪
爽大气；评剧的唱腔婉转悠扬，演员们水袖
轻舞，生动演绎着世间百态。20余种群众喜
闻乐见的艺术表演轮番上演，每日精彩不
断。舞台上的艺术之美与大集的烟火之气
相互交融，绘就出一幅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乡
村生活画卷，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而来，激
活了当地的“农旅经济”，推动了农文旅产业
的深度融合。
一位来自市区的游客感慨地说：“平日里工

作生活忙忙碌碌，来到这儿，赶大集、看表演，感
觉身心都得到了极大的放松，还能把特色农产
品带回家，真是太值了！”一位老摊主笑得合不
拢嘴：“大集越来越火，我们的收入也增加了，生
活更有盼头啦！”
新的一年，新开口镇将以满足群众需求为

导向，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大力引进更多丰
富多样的农特产品，深度融合现代电商模
式。他们将以大集为核心，以点带面，打造
集农业观光、文化体验、休闲旅游为一体的
文旅新高地，让新开口镇的“农村大集”汇聚
更多美好与热度，成为乡村振兴征程中熠熠
生辉的典范。

工作人员将分拣好的鸡蛋打包装箱。

范小盼摊位上售卖的新鲜蔬菜。 本文摄影 辛璇

“菜篮子”虽小，但里面盛满了与老百姓
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关系民生质量，关乎民
心稳定。
如何让百姓拎稳“菜篮子”，始终是“三农”

工作的重要任务。市农业农村委、市发展改革
委、市商务局、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管委等部门
深入贯彻落实“菜篮子”工程，围绕百姓餐桌需
求，统筹抓好“菜篮子”产品生产发展、质量安
全、市场流通、调控保障等各项工作，保障市民
“菜篮子”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让百姓买得舒
心、吃得放心。

强设施 优品种

让“菜篮子”装得满满当当

老百姓的“菜篮子”里，总少不了西红柿
的身影，或配菜添彩，或直接生吃，在市场上
销路颇广。
武清区黄花店镇甄营村的现代设施种植标

准化园区的温室里，西红柿植株长势喜人，已经
结出不少果实。“这是我们新引进的品种，叫青
甜小番茄，市场上能卖到十几元一斤。”面对未
来，甄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志明信心
满满，“园区里是新建的可移动式温室，高5米
左右，植株有了足够的生长空间，最高可长到近
2米，单产高了，能满足市场的供应，丰富百姓
的‘菜篮子’，而单价高了，也会让咱农民的钱袋
子更鼓。”
甄营村是黄花店镇最大的蔬菜种植专业

村，全村蔬菜种植面积近3000亩，主要种植芹
菜、西红柿等蔬菜，是京津冀市民重要的蔬菜生
产基地。在销售过程中，村民们发现市场上对
于小番茄、铁皮柿子等有着不小的需求。
为此，甄营村拿出340亩土地，建设现代设

施种植标准化园区，成立京津冀蔬菜科技小院，
希望通过前期的品种试种和市场试水，给村民
们“打个样”。据介绍，蔬菜小院里建了82个新
型可移动式温室，其中3个为实验温室，农业院
校和科研机构在这里培育新品种的种子。其余
的温室由30多名懂技术、有渠道的农业行家里
手承包管理，每人分给两个大棚，种植实验温室
出产的种苗或自己相中的新品种。“我们会在实
验温室里对不同品种西红柿所需土壤类型、智
能调控等生长条件进行研究，成熟一批，村民们
就会在自己的棚里试种。除了每周会去现场进
行跟踪外，我们还会对当地的技术员进行辅导，
教给他们如何使用水肥一体化设备和智能温控
调节设备，从而保证生产环境的稳定性。”天津
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蔬菜专家、推广研究员李
海燕告诉记者。
甄营村京津冀蔬菜科技小院的试种大棚不

仅吸引了村里经验丰富的种植老手，也让原先
村里懂技术、有渠道的年轻人回巢发展，29岁
的张耘浦就是其中一位。近几年，他分别与张
北县和甄营村的种植户们进行合作，将两地所
产的西红柿销往全国各地。见到张耘浦的时
候，他正挨个儿大棚看西红柿的生长情况。“以
前，我们只管种，卖菜有经纪人。现在承包了大
棚，家里人帮忙打理菜园，我们直接对接农贸批
发市场、社区菜店，省去了中间环节，更多的新
鲜蔬菜更快地端上了百姓的餐桌，我们挣得也
多了。”张耘浦说，目前，他已经对接了多家农贸
市场和社区菜店，只等着大棚里的西红柿成熟，
变成村民们的“金果果”。

据介绍，为了扎实抓好“菜篮子”产品稳产
保供工作，市农业农村委聚焦服务发力，持续加
强技术指导。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紧盯可能出
现的灾害，制定完善应对灾害技术方案，2024
年我市共推送农业自然灾害风险提示106份。
组织生产专家和技术骨干深入田间地头和农业
企业开展技术服务和生产指导，开展“千人指
导 万人培训”农技提升行动，指导农业企业强
化生产管理，做好蔬菜病虫害和动物疫病防控，
保持稳定合理的生产节奏。
经过多年发展，位于北辰区西堤头镇的金

亚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从一家单一的亚麻籽油
加工，逐步发展成为集雏鸡培育、蛋鸡养殖、蛋
品加工、高品质蛋品研发生产于一体的综合型
农业企业，如今每天可向市场稳定提供10吨品
牌鸡蛋和熟制鸡品。
走进金亚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智慧养殖

农场，规模化养鸡厂房一字排开，育雏养殖区、
蛋鸡养殖区、饲料加工区等功能区一应俱全。
国际领先的蛋鸡养殖设备，集笼架系统、喂料系
统、饮水系统、通风系统、照明系统、集蛋系统、
出粪系统于一体。“为确保农场产出的鸡蛋无
抗、可生食标准，我们生产的品牌鸡蛋从饲料配
方设计、鸡舍无抗环境、养殖管理到蛋品检测，

每一个养殖环节都精心严格把控。”公司董事长
张春洪告诉记者。
9点多，产蛋鸡舍里的自动收蛋设备开始

运转，按顺序将每个养殖舍的鸡蛋输送到公司
包装车间一楼的全自动分拣设备上。“我们这套
自动清洗、杀菌、分拣设备是从国外引进的顶级
专业设备，它能精准挑出人工不能辨别的破损
的鸡蛋，将完好的鸡蛋根据不同重量送入不同
的通道自动装盒包装，工人们只需要贴好标签，
进行装箱即可。”张春洪说着，随手拿起一盒已
经包装好的鸡蛋告诉记者，“你看，这一盒的标
准重量是650克，10枚鸡蛋，每个鸡蛋的克重相
差不到2克，要是靠人工去分拣的话，不仅速度
慢，而且每个鸡蛋的克重也不好把握。”记者看
到，在分拣车间里不过十几分钟，几十筐鸡蛋就
已装箱完成，门外的运输车也准备就绪，这意味
着从养殖场到餐桌，每一枚鸡蛋都是直供，确保
了鸡蛋新鲜、安全、健康。
守好百姓的“菜篮子”，关键在于设施基础

建设。我市坚持建设施调结构，大力发展工厂
化集约养殖、立体生态养殖等新型养殖设施，畜
禽养殖规模化率达到85%，其中奶牛养殖规模
化率达到100%，设施化农业生产产值占比超过
65%。先后争创4个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5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10个国家级农业产
业强镇，引进培育新希望集团、天津食品集团投入
14.1亿元建设4个大型生猪养殖项目，稻渔综合
种养生产面积达到53万亩。

强流通 拓渠道

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餐桌”更顺畅

位于静海区的天津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是
我市最大的一级批发市场，来自全国各地的蔬菜
在这里进行中转流通，不仅满足我市80%以上市
场需求，还辐射到北京市、河北省、山东省、辽宁省
等周边300公里地区，服务保障人群超6000万人。
1月5日11点，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里人

声鼎沸，满载着各地农产品和水果的运输车，有序
排队入场。在蔬菜批发商范小盼的摊位前，油麦
菜、罗马生菜等十几种菜品依次摆开，“老主顾”们
正在熟练地装车。
“今天到了两车总共120吨的货，主要是来自

云南的叶菜类产品，现在已经销售出去一半了，”
范小盼告诉记者，“剩下的货品基本上也会在当天
下午全部卖出去。”

在范小盼看来，以往人们冬天就是吃大白菜、
圆白菜，现在油麦菜、罗马生菜等叶菜类成为“家
常便菜”，而孢子甘蓝、手指胡萝卜、薄荷叶等特菜
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我们合作的车队也升级了车辆，以往从云

南省产地到天津市需要60个小时，现在缩短到
了36个小时左右，而且会有多组车队进行运输，
确保市场有货、路上有货。”面对百姓需求的变
化，像范小盼一样的批发商户们也提升响应速
度。“同时我们也会根据市场反馈，在最短时间
内调整供应品类。”
商户们的自我调节反馈，也为海吉星农产品

批发市场的稳产保供工作提供了数据基础。天津
海吉星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蔬菜管理部经理赵开
伟告诉记者：“门岗前端有一个来货报备系统，商
户们会提前预报来货量，我们可以随时抓取这个
数据，来观察市场上整体的供应量，继而在遇到突
发情况进行调整时，做到心中有数。”
据介绍，进入腊月，市民们备年货的需求上

升，近几天，市场上蔬菜的来货量每天大约为
6000 吨，范围涵盖云南省、四川省、湖北省等
地。“临近春节，我们会动态地去监测蔬菜来货
量，加大储备，保证春节期间市民‘菜篮子’稳
定，同时也会加大高端菜品的供应，丰富‘菜篮
子’品类。”赵开伟说。
我市健全市场流通体系，持续推进农产品批

发市场建设，形成以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为集
散辐射纽带、外环批发市场服务城区、远郊批发市
场服务周边的服务保障格局。在社区构建主力保
障业态（菜市场、超市）与便捷毛细业态（生鲜超
市、菜店、电商自提点等）相结合的零售网络，一刻
钟便民生活圈覆盖中心城区，让农产品从“田间地
头到百姓餐桌”的流通更加顺畅。
我市依托天津食品集团等大型企业线下流通

体系，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成立天津市农产品电
子商务协会，与京东集团等全国大型电商平台对
接合作，有效推动农产品“出村进城”。同时，为了
缓解产品季节集中上市与长期需求的矛盾，我市
建成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162个，为“菜篮
子”产品流通提供了有力保障。

聚合力 促协同

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我市聚焦市场流通抓保供。市农业农村委、市
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局三部门联合开发了“菜篮子”
产品监测预警服务平台，覆盖“产地、批发、零售”全
链条价格、“肉蛋奶、果菜鱼”全保供品类和“产供销
存”全要素信息，科学分析研判形势、精准抓好稳产
保供。现代商贸流通试点城市等政策覆盖“菜篮子”
产品生产、流通、调控保障和农业品牌建设各环节，
持续提升“菜篮子”产品稳产保供能力。
聚焦质量安全抓保供。既要让百姓吃得新

鲜，还要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农业农村部门和市
场监管部门各尽其责、通力配合，全链条监管我市
“菜篮子”产品安全。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强化我市
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指导生产主体采用绿
色种植和健康养殖技术，科学合理使用农业投入
品，减少生产环节农药兽药的用量；会同市场监管
部门落实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推动
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有效衔接；加强监测抽查和
执法检查，2024年对我市地产农产品抽检共2.67
万批次，抽检率达到1.9批次/千人；健全农产品质
量安全网格化的监管体系，各涉农区均建立了农
产品乡镇监管员和村级协管员，目前，我市的基层
网格化监管队伍已达到4000名。分类有序推进
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落地实施，生猪定点屠宰
企业优化生产车间布局，更新升级设施设备，完善
肉品质量管理制度，组织肉品品质检验人员参加
国家兽医卫生检验人员考试，肉品质量安全保障
能力显著提升。
聚焦联保联供抓保供。京津冀三地农业农村

部门每季度轮流组织农产品市场会商会，三地商
务、农业农村部门签订联保联供协议，组织批发市
场、大型商超、保供基地开展对接活动，持续稳固
区域保供能力。
聚焦品牌提质抓保供。按照“基地示范、龙头

带动、科技赋能”的工作思路，有力有序有效推进
“津农精品”品牌提质，重点培育小站稻、沙窝萝卜
等10个优质特色农产品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