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仓储中心进货量骤增10倍

今年秋冬北京气温骤
减，打破了超市冬储菜常规
的配送节奏。在北京第一
场寒潮之前，北京物美南皋
物流中心就进入了冬储菜
供应期。

11月5日凌晨5时30分，
物流中心的一个果蔬仓库已
做好准备，等待产地直采的
新鲜食材“入驻”。仅仅用了
半小时，占地8500平方米的
果蔬货仓就被各类蔬菜水果
填满。在天亮之前，这些生
鲜食材将被输送到北京各大
物美超市。

物美集团物流中心南皋
库果蔬高级经理彭春强已从
事蔬菜配送多年，对他而言，
冬储菜供应是每年初冬的常
规动作，而今年的冬储时期
显然被气温“把节奏带快
了”。彭春强表示，往年仓储
菜的供应时期会从11月中旬
至12月初开始，今年气温骤
减，冬储菜供应提前至10月
初。与往年相比，冬储菜的
日进货量骤增10倍，由50吨
增至500吨。“货量起跳比较

快，物流中心紧急增加进货
量、配送频率来保证供应。”

物流配送支持一日多配

供货量的骤增，随之给
门店输送带来变化。往年物
流中心在早上6时之前就会
结束门店的蔬菜配送工作，
而在冬储时期，配送的频率
和周期均有所增加。从南皋
物流仓储中心至物美超市后
沙峪门店的配送路程为16公
里，熟悉这条路线的配送员
刘师傅一天会进行4至5次
冬储菜配送。“物美后沙峪店
是需求量比较大的门店，平
时蔬菜的供应频率是 1至 2
次，由于冬储菜时期，按着门
店需要支持一日多配，保障
门店商品供应充足。”

值得注意的是，应对寒

潮天气，物流中心工作人员
给部分商品增加保暖措施，
如用保鲜膜多层缠绕。刘师
傅解释称，近期大库的温度
基本保持在零摄氏度以上，
生鲜商品在此温度下已经可
以很好地保存，不过随着温
度骤降，必须采取相关措施
为防止部分生鲜商品在运输
过程中冻伤。

价格将持续保持稳定

11月5日下午3时，刘师
傅当日的最后一趟冬储菜配
送到达物美后沙峪门店。由
于冬储菜采购需求量较大，
该店设置了专门区域进行冬
储菜售卖。从早上8时至下
午 3时，陆续有消费者来批
量购买白菜、大葱等冬储菜。

在北方，有大量消费者

会在入冬时批量购买冬储
菜，白菜、土豆等易储存的蔬
菜是热销产品。家住北京后
沙峪附近的张先生一次性采
购了80斤白菜。消费者李女
士不仅给自己家进了货，也
替父母购买了白菜、大葱。

除了易储存之外，菜价
便宜也是冬储菜受欢迎的主
要原因。张先生称冬储菜的
价格要比平日的菜价便宜很
多，“白菜售价比平日市场售
价便宜 5毛左右，趁这个时
期批量购买比较划算。”

据了解，与平时菜价相
比，目前已上市的冬储菜价
格有所下降。北京大部分超
市白菜平时零售价每斤为
1.8元至2元，冬储时期白菜
价格降至每斤 0.99元。大
葱、土豆的价格每斤也有0.2
元左右的降幅。

物美超市后沙峪店店总
经理石光明表示，由于冬储
菜售价优惠，需求量大，每天
大白菜的到货量为 5吨至 6
吨，基本能够满足每天消费
者的采购需求，价格也将持
续保持稳定。

（于桂桂）

本报讯 王雯雯 11月 15
日，北京市召开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第260场新闻发
布会。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
副区长杨蓓蓓介绍，针对朝阳
区餐饮场所多，主动制定餐饮
行业环境检测方案。

为进一步做好餐饮行业常
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对全区

90964名餐饮行业从业人员开
展14天一轮次的核酸检测工
作，截至目前，本轮次已检测
35475人，结果均为阴性。

同时，对封控区周边餐饮
场所开展7天一轮次的环境检
测，对全区餐饮场所开展10天
一轮次的环境检测，做到防患
于未然，阻断传播风险。强化

对辖区内的餐饮、集贸市场等
经营单位疫情防控检查，对扫
码、测温等疫情防控措施不到
位的单位从严从重进行处
罚。13、14日，出动执法人员
1731人次，检查餐饮、集贸市
场、商超共2221家，发现问题
296家，整改落实271家，当场
关停30家。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
星火提醒广大市民，要自觉遵
守首都各项疫情防控规定，与
病例轨迹重合人员主动向社
区、单位、宾馆等报告，配合做
好各项防控措施；冷链、餐饮、
商超、海关、医疗、学校、物流、
快递等重点人群做好核酸检
测、健康监测等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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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薇 从北京市市
场监管局了解到，近日，《北京
市“十四五”时期市场监管综
合行政执法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已正式对外发布，这
是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以
来，全国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
法领域首个公开发布的五年
规划。

《规划》分为时代背景、总
体思路、执法体系建设、重点
任务及举措、保障措施，共五
章二十二节 12000余字。《规
划》对北京市“十三五”期间市
场监管领域执法工作进行了
总结回顾，对“十四五”期间综

合行政执法体系建设面临的
挑战和机遇进行了梳理分析，
明确了“十四五”期间市场监
管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指导
思想、基本原则和规划目标。

《规划》以“推进市场监管
综合行政执法体系和执法能
力现代化”为主题，着力打造
首都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
建设的“四梁八柱”，即：合成
化的执法组织体系、规范化的
执法办案体系、系统化的执法
制度体系、智能化的执法支撑
体系，建成以办案为中心的
“四位一体”市场监管综合行
政执法体系；明确了加大竞争

领域执法力度、牢牢守住安全
底线、维护放心消费环境、严
厉打击侵权假冒行为、净化网
络交易环境、强化首都功能服
务保障、加强行政执法规范化
建设、深入开展执法宣传等八
项必须抓实抓好的重点任务。

通过五年的努力，打造一
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秉公
执法、人民满意的职业化执法
队伍，形成职能更加优化、权
责更加清晰、执法更加有力、
运行更加高效的市场监管综
合行政执法新格局。

《规划》提出，该市将以大
型电子商务平台、社交平台、

搜索引擎等为重点，通过网络
监测、比较试验、投诉举报等
渠道获取案源线索，严厉打击
网络虚假宣传、刷单炒信、违
规促销、违法搭售等行为，打
击利用互联网从事传销和非
法直销等违法行为，依法严厉
查处利用互联网销售假冒伪
劣产品的行为。

《规划》还提出了一系列富
有前瞻性、全局性、基础性、关
键性的举措，为建立市场监管
综合行政执法制度框架和政策
体系提供了基本遵循，同时也
标志着本市市场价监管综合行
政执法顶层设计基本形成。

本报讯 陈琳 近日，从北
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了解到，
今年北京10亩京科999春玉
米高产攻关试验田单产为
1162.7公斤，比北京市春玉米
原高产记录 1117.3公斤/亩
（2009年）提高了45.4公斤，刷
新北京纪录。

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联合北京泰民同丰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在密云区河南寨镇
两河村建立春玉米高产攻关
田，种植面积10亩。日前，来
自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市农
林科学院、河北农业大学、密
云区种植业技术服务中心、延
庆区农业技术推广站等单位
的玉米专家对该地块进行了
产量验收。专家组依据农业
农村部玉米专家指导组和全
国玉米栽培学组共同制定的
《关于玉米高产、超高产田间
测产验收方法和标准》进行实
收测产，10亩京科999高产攻
关田单产为1162.7公斤，比北
京 市 春 玉 米 原 高 产 记 录
1117.3公斤/亩（2009年）提高
45.4公斤。

农业技术推广站专家介
绍，这块春玉米高产攻关田之
所以亩产创北京纪录，主要是
依托多项粮食增产关键技术
集成和应用。首先是选择耐
密高产品种。经过前期筛选
试验，选择京科999作为种植
品种，该品种的特点是株型紧
凑，光能利用率高，耐密植性
好，种植密度弹性大，自我调
节性能好，适应性强，群体增
产效应极其明显。

其次，增加种植密度。合
理增密可显著提高玉米收获
穗数，确保高产稳产。技术人
员通过设定目标产量，并根据
种植品种的穗粒数、千粒质量
等产量构成因子指标确定种
植密度为6500株/亩，保证每
亩收获穗数6000穗以上。

此外，增施有机肥，以培肥
地力，改善土壤结构和供肥能
力的同时提高整地质量，整后
土壤平整、细碎，整体呈上实下
虚状，目的是混拌耕层土壤与
肥料，为高质量播种奠定基础。

在播种方面，高产攻关田
采用加装北斗导航约翰迪尔
精量播种机播种，对播种行距
和速度都有精准调控。并提
高水肥利用效率，追肥采用水
肥一体化技术，以水带肥。

在生长期，应用化学调控
技术和病虫害绿色防控前移技
术，有效减少了病虫害发生。

据悉，高产攻关田实现高
产目标后，技术人员将完善高
产攻关田核心技术，继续开展
粮食增产关键技术和模式的
研究，并在春玉米主产区进行
示范推广，以实现大面积的轻
简化节本高产，提高北京本地
粮食供给和保障能力。

寒潮报到，今年的冬储时期提前1个月来临。面对消费
者对于冬储菜的需求骤然增加，北京商超紧急备货。近日新
京报记者实地走访物美物流中心、物美超市北京后沙峪店，
从供货源头至消费端了解今年冬储菜市场有哪些变化。

北京春玉米
高产攻关田
刷新纪录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市场监管
综合行政执法规划》发布

北京：餐饮等重点人群做好核酸检测、健康监测

北京超市冬储菜供应增加、价格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