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观察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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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东南五环与六环之间，服务保
障北京老百姓的全新“菜篮子”正在拔地
而起。日前从北京市住建委与北京菜篮
子集团获悉，首都新“菜篮子”工程——北
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项目已顺利完成
地基与基础结构施工，一期工程计划在
2019年建成。全部建成投入运营后，北
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将成为亚洲最大
的“菜篮子”，与新发地一起“双核”保障北
京市民的餐桌供应。

辐射广
兼顾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

目前，北京农产品流通交易主要依靠
新发地市场。按照创建京津冀农产品流
通体系相关要求，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
心将被打造成为承担首都农产品安全供
应和应急储备职责、具备现代化承接能力
的全市型农产品配送枢纽。

新“菜篮子”在京城东南位置，位于东
南五环与六环之间的朝阳区黑庄户乡，紧
邻京哈高速、京津高速、京沪高速等外埠
农产品进京主要通道。其实，早在《北京
市“十二五”时期农产品流通体系发展规
划》中就已经提出，在黑庄户地区高水平
规划、建设全市性综合型农产品批发市
场。

“这个流通中心将服务方圆 25公
里。”北京菜篮子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流
通中心可以兼顾北京中心城区和城市副
中心的农产品供应。目前开建的属于流

通中心的一期工程，占地面积305亩，计
划在2019年建成。全面建成后，流通中
心的地上建筑面积约为33.2万平方米，地
下建筑面积约为27.7万平方米，将成为目
前亚洲规模最大的鲜活农产品交易中心。

现代化
有望网上下单社区取菜

“绝对不是传统批发市场的复制。”这
位负责人说，区别于传统农产品批发市
场，未来流通中心将是现代化农产品物流
聚散选配平台。

从目前规划看，流通中心将分为交
易、仓储、加工配送和配套服务四大区
域。其中，交易区面积14万平方米，包括
蔬菜、果品、肉类交易等；加工配送区面积
10万平方米，集加工、储存、装卸等功能
为一体；仓储区面积15.5万平方米，实现
冷库高低温互调；配套服务区面积10.5万
平方米，包括综合服务楼、信息中心、能源
中心等相关配套设施。

根据规划方案，农产品交易将实行会
员制，统一电子结算；检测中心对进区农
产品进行全批次检测，确保农产品安全；
仓储区全部设置在地下一层，具备7万吨
蔬果和1万吨肉类等其他鲜活农产品仓
储能力。

另一个“升级”是销售和配送模式。
“以往批发市场里的小散户将不再出现，
更多的是和大企业合作。”该负责人说。
流通中心拟建立从分拣、加工、包装到销

售的一体化物流配送中心，直接连接大机
关、大饭店、社区便民菜店，最大限度减少
中间环节，并探索“净菜进城”模式，降低
流通成本及市场占地，减少交通流量和环
境污染。同时，他们还将探索通过大数据
分析来保障菜价稳定。

“老百姓通过互联网下单，就能在社
区的菜店取货。”这位负责人描述，目前正
在打造社区菜店，未来“菜篮子”投用后老
百姓能享受线上和线下更便捷的服务。

避拥堵
搭建三层立体交通网络

新“菜篮子”是否会成为新的堵点？

根据规划设计方案，为了提升物流效率，
流通中心内部交通体系将设置成“主环路
单向、支路双向”模式，还将搭建地下一
层、地面层、二层总共三层的立体行车交
通网。楼内部还会有专业叉车和大型升
降梯连接，可方便货物、车辆快进快出。

“菜篮子”周边的道路也正在努力打
通。市发改委网站信息显示，为加快北京
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周边道路的前期工
作，黑庄户东路南段（通马路-鲁店北
路）、鲁店北路东段（双桥西路-黑庄户东
路）、双桥西路北段（通马路-京哈高速公
路）等道路都已被先行核准工程勘察、设
计招标方案。

（人民网）

市场调查

北京市3月15日部分蔬菜批发市场价格行情
单位（元/公斤）

品种

大白菜

油菜

小白菜

韭菜

蒜苗

白萝卜

土豆

胡萝卜

大蒜

最高价

0.8

1.2

1.6

3.0

11.2

0.8

1.8

1.4

16.0

最低价

0.5

0.8

1.0

2.0

6.0

0.5

1.3

0.6

12.0

品种

莴笋

莲藕

绿豆芽

黄豆芽

菜花

西红柿

尖椒

南瓜

冬瓜

最高价

1.8

3.8

2.0

1.8

1.8

5.4

3.6

2.4

2.0

最低价

1.0

2.4

1.8

1.6

1.2

2.8

3.0

1.6

1.1

北京新添“菜篮子”网上下单社区取菜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近日发布京津冀三
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运行状况。数据显示，
去年京津冀三地CPI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京津冀协
同发展助力价格平稳，去年全年京津冀地区菜价
涨跌同步。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的调查数据显示，
去年，京津冀三地居民消费价格低位运行，指数分
别为101.4%、102.1%和101.5%，均处于温和上涨区
间，全国CPI为102%。

去年京津冀三地居民消费价格月度同比指数
均呈现V型走势。上半年北京CPI三地最低；下半
年回升，总体处于中间位次。天津CPI涨幅总体高
于京冀。北京和天津CPI均在6月降至全年最低
点，分别为100.7%和101.1%，7月开始波动回升。
河北在8月降至全年最低点100.8%，9月明显回升。

从八大分类价格变动情况来看，京津冀地区
六大分类价格变动趋势相同：食品烟酒、衣着、居
住、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五大类价格均上
涨，交通和通信类价格均下降。分类别看，京津冀
三地食品烟酒类价格分别比上年上涨3%、2.2%和
2.6%。其中猪肉价格分别上涨 13.6%、14.9%和
19.1%；菜价分别上涨10.3%、7.6%和9.9%；在外餐
饮价格分别上涨2.8%、0.8%和1.4%。三地居住类
价格分别上涨3.7%、3.6%和0.8%。

“年度指数同为温和上涨、月度指数走势基本
同向、多数分类变动方向相同。京津冀CPI运行呈
现‘三同’。”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有关负责人
总结。

由于地缘关系和加快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
化，三地加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对接合作，启动建
设“环京津1小时鲜活农产品物流圈”。国家统计
局北京调查总队有关负责人分析，物流一体化为
稳定京津冀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创造了良好条
件。猪肉价格方面，去年4月京津冀三地价格涨幅
为全年高点，5月猪肉价格涨幅逐月回落，下半年
涨幅趋稳。菜价方面，全年京津冀地区鲜菜价格
涨跌同步。 （中国网）

本报讯 据农业部监测，3月
15日，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
为103.68，比前一天下降0.11个
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200
指数为 103.98，比前一天下降
0.13个点。

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
平均价格为22.33元/公斤，比前
一天下降0.5%；牛肉53.76元/公
斤，比前一天上升 0.3%；羊肉
46.44元/公斤，比前一天上升

0.3%；鸡蛋5.47元/公斤，比前一
天下降0.7%；白条鸡13.72元/公
斤，比前一天下降0.5%。重点监
测的28种蔬菜平均价格为3.94
元/公斤，比前一天下降1.5%；重
点监测的7种水果平均价格为
5.20元/公斤，比前一天上升
0.8%；鲫鱼平均价格为16.52元/
公斤，比前一天上升0.3%；鲤鱼
10.98元/公斤，比前一天上升
0.1%；白鲢鱼6.75元/公斤，比前

一天下降0.4%；大带鱼35.87元/
公斤，比前一天上升2.1%。

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
重点监测的60个品种中，与前
一天相比价格升幅前五名的是：
巨峰葡萄、大带鱼、蒜苔、鸭梨和
花鲢鱼，幅度分别为2.1%、2.1%、
1.7%、1.6%和1.0%；价格降幅前
五名的是：大蒜、莴笋、菠菜、菜
花和芹菜，幅度分别为 4.2%、
3.8%、3.8%、3.5%和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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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下降0.11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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