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菜贱伤农菜贵伤民矛盾咋解
政协委员提案建议新扩建市区蔬菜批发市场，减少中间环节
本报记者 李玉涛 彭彦伟

打造本地蔬菜品牌

让市民吃得放心
18 日下午三点半，老陈正

在金阳农贸市场自家的摊位前
卸货，他刚从潍坊安丘购进了
一车大葱、南瓜、香菇等蔬菜。

“我们本地的蔬菜量太少，而且
很多还卖到了外地。”他说，受
多种因素的影响，日照本地蔬
菜供应不足，价格偏高，市场供
需矛盾突出。

“市区蔬菜批发市场主要依
赖外地蔬菜支撑，70% — 80% 的
蔬菜是从市外采购的，而本地大
棚菜却主销北京、青岛、诸城等
规模较大的批发交易市场，直接
进入当地市场的比例较低。”政
协委员、农工党日照市委副主

委、秘书长惠 说。
据了解，今年他的提案就

是“关于规范市区蔬菜供应渠
道的建议”。据介绍，从去年年
初开始，他们就走访市区各大
商场、超市、蔬菜批发、零售市
场以及南湖镇等大棚种植较多
的区域，进行了深入调研。

“日照的蔬菜在品牌上还
需要进一步突破。”惠 说，品
牌的缺失是本地蔬菜发展的一
大障碍。从事蔬菜批发 10 余年
的老陈对此深有体会。“日照少
品牌，胶州大白菜、寿光蔬菜就
是好卖，他们的牌子已经闻名
全 国 ，人 们 吃 着 心 里 感 觉 放
心。”老陈说。

日照市政协委员、市开发
区农发局副局长刘加坤在提案
中也指出了本地农产品缺品牌

的问题。
在提案中他建议，加快标准

化生产基地建设，培育发展农产
品优势品牌。“应积极引导专业
合作社进行联合合作或成立以
某种农产品为纽带的专业合作
联合社，集约化生产，建立集中
连片规模化生产基地。”

在提案中他说，可以培育发
展一批专业大户和专业生产基
地，整合品牌资源，增加名贵品
种，提高农产品档次，努力形成
一批知名度高、带动力强、辐射
面广的安全优质农产品品牌。

扩建市区批发市场

加速蔬菜流通
据相关部门统计，2 0 1 1

年，日照市鲜菜价格平均上涨

8 . 6% ，城市居民人均蔬菜消费
支出比上年增加 6 . 9% 。“日照
蔬菜批发市场未能发挥大型集
散中心的作用。”惠 说。

此外，他建议由相关部门
统一规划，新建扩建市区蔬菜
批发市场。通过高标准的蔬菜
批发市场，加速蔬菜市场流通，
维护市场蔬菜价格稳定，确保
供应不脱销断档，及时集中反
映蔬菜的供求关系。

刘加坤在他的提案中也建
议建设一批布局合理、交易方
式先进、功能齐全、信息灵敏、
安全卫生的骨干批发市场。

在提案中他还建议要强化
农贸市场的公益性改造和新建
一批公益性批发市场、农贸市
场和菜市场，对鲜活农产品市
场要减免租金、摊位费、管理费

等费用。

搭农商直供平台

减少中间环节
近年来，蔬菜价格波动较

大，“菜贱伤农、菜贵伤民”的矛
盾突出。“蔬菜从田间地头到百
姓餐桌，往往要经过菜农、收购
商、批发商、零售商等五六个环
节，每个环节层层加价，导致最
终价格翻倍增长。”惠 说，蔬
菜流通环节过多，农超对接规
模小，对平抑价格水平的影响
有限。

在提案中刘加坤也分析
道，农产品物流网络不畅，流通
滞后于生产，流通中间环节过
多，组织化程度低等原因都导
致价格波动大。对此，在提案中
他建议，大力扶持农产品配送
企业，搭建“农商直供”平台。上
联各超市、社区，下联生产基
地，对农产品进行冷链加工、储
藏和配送，延长农业产业链，提
高农产品附加值。

惠 也建议进一步推进农
超有效对接，稳定农超合作关
系。

建议由市政府牵头，制定
出台相关的意见，以此来支持
蔬菜流通企业和蔬菜专业合作
社，调整经营结构，延伸产业链
条，创新流通方式，在全市范围
内推进“农超对接”区域全覆
盖、行业全覆盖和产品全覆盖，
逐步建立起产销关系稳定、流
通渠道畅通、质量安全可靠的
蔬菜现代流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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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新建或扩建市区蔬菜批发市场，加速

蔬菜流通，维护价格稳定，推进农超对接，减少

流通环节。”18 日，日照市政协委员、农工党日照

市委副主委、秘书长惠 对记者说。

蔬菜等农产品作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近

年来价格波动较大，“菜贱伤农、菜贵伤民”的矛

盾突出。日照市政协委员、市开发区农发局副

局长刘加坤在提案中建议大力扶持农产品配

送企业，搭建“农商直供”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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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下午 5 点，惠 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
本报记者 彭彦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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