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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欢 城市“菜篮
子”稳供应是保障居民生活的
基础环节。2022年北京市政府
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统筹推进
现代物流基地和农产品批发市
场建设。日前，北京市商务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北京目前各
类蔬菜等农产品年流通量约为
3000万吨，为保障城市供应，北
京市规划优化建设４个综合性
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其中东
南方向的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
中心已运行。

资料显示，目前北京市最
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是北京新
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承担北
京80％以上的农副产品供应。
2020年，新发地市场各类农产
品总交易量为1298万吨，交易
额为1006亿元。

北京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北京目前各类蔬菜等农
产品年流通量约为3000万吨，
为保障城市供应，在此基础上，
2021年8月，北京市商务局、规
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农业农村局联合
印发《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农
产品流通体系发展规划》，提出
在北京西南、东南、东北、西北
方向建设４个一级农产品批发
市场，优化北京一级农产品批
发市场布局。

2021年9月2日，北京市商
务局发布《北京市“十四五”时
期商业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
对“优化农产品一级批发市场
布局”予以细化：西南方向，保

留新发地主交易通道地位，利
用现有空间，优化集约布局，承
担西南方向进京通道的农产品
上市交易功能。东南方向，利
用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承
担东南方向进京通道的农产品
上市交易功能，增强农产品储
备能力。东北方向，在顺义区
新规划一处农产品综合性一级
批发市场，平移现状石门市场批
发功能，满足北京东北方向农产
品供应。西北方向，在昌平区新
规划建设一处农产品综合批发
市场，平移现状水屯市场交易
功能，满足城市西北区域的农
产品供应集散，承担夏秋季冷
凉蔬菜上市主通道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12
月28日，北京确定的4个综合
性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之一北
菜“鲜农批”开张试营业，承担
主城区东部、亦庄开发区、城市
副中心的农产品供应保障任
务。该批发市场将与新发地形
成错位互补保供模式，构成首
都农产品日常安全供应的“双
核”格局。北京市商务局相关
负责人说，北菜“鲜农批”是北
京重要民生保障工程，对调控
北京市生活必需品供应具有重
要作用。

上述负责人表示，西南方
向的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
场已经运行多年，下一步将进
行转型升级。昌平、顺义两个
市场目前已经开始规划，待完
成规划综合实施方案后，进入
建设阶段。

北京持续推进
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

本报讯 1月12日，由北京市商
务局主办，北京老字号协会、北京
市餐饮行业协会承办的“2022北京
年货节”在丰台区大悦春风里正式
启动。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闫
立刚，丰台区区长初军威等领导和
嘉宾出席活动。

线下体验年味足。首农食品
集团旗下三元、王致和、六必居、白
玉、京华品牌携近百款经典产品
和特色新品现场售卖：三元食品
带来了“黑科技”新品益糖平酸
奶；京华茶业不仅有适合走亲访
友的老北京手工茶包，还有适合
年轻人的——京华飘雪袋泡茶；
首农味业借此机会携全品牌调味
产品亮相，调研市场需求，抢抓年
礼市场。

国潮打卡惊喜多。集团还结
合年轻人消费特点设立国潮打卡

区，以“首农美好拾光”留言墙和互
动相机“分享老字号的独特年
味”。融合了时下年轻人注重的时
尚潮流元素。“祝祖国繁荣昌盛”
“每一件事都做到极致，努力向
上”……留言板布满了新一年的愿
望，通过品牌内涵打动年轻消费
者，将老字号文化发扬光大。

现场售卖活动从1月12日持续
至1月18日，此次年货节是北京消
费季重点打造的覆盖全市范围的促
消费活动，以“我在北京过大年”为
主题，包括年货市集、年味美食、国
货年礼三大板块。王府井、国贸商
城、龙湖天街、大悦城等全市10余
个商圈，首农、京东、小米、盒马等
200余家商业企业共同参与，线上线
下联动，让广大在京市民感受地道
京味文化、购买特色京味年货，过上
一个欢乐、喜庆、祥和的春节。

本报讯 威利 北京鲜活农
产品流通中心日前开张，流通
中心内目前唯一一家地方馆
——兰陵馆也正式亮相。借
助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
这一超级“菜篮子”，山东兰陵
蔬菜正式开启规模化进入北
京市场的序幕。山东兰陵进
京蔬菜已在产地物流园进行
加工，把非食用部分留在产地
循环利用，净菜进京比毛菜进
京可以减少50%的厨余垃圾，
同时也能减少车辆运输以及
人力成本。

目前，各地城市蔬菜供应
及流通模式中存在的弊端包
括：毛菜损耗大、浪费多，环境
污染严重，垃圾负担沉重，食
品安全风险难控等。据环卫
部门测算，平均一斤蔬菜要产
生三两左右的垃圾。以北京
为例，每年有770多万吨蔬菜
来自外省，而这些蔬菜将产生
230万吨的垃圾。有专家指
出：“净菜进京是最大的源头
垃圾减量、是有效的前置垃圾
分类。”

如果能将蔬菜所产生的
垃圾，最大限度地挡在京城之
外，控制在源头，不仅能够为
垃圾分类和垃圾清运工作有
效减负，还将对食品安全、低
碳环保、道路交通等方面带
来积极影响。目前，北京已
将净菜产业发展纳入蔬菜产
业发展规划，不断强化机制措

施，积极鼓励规模主体提高蔬
菜产地净菜处理能力，不断推
进蔬菜主产区净菜加工能力
建设。

近年来，推动净菜上市，
北京作出了不懈努力。2020
年5月1日实施的《北京市生
活垃圾管理条例》规定：“本市
采取措施逐步推行净菜上
市”；同年5月14日，北京市商
务局、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发布
的《关于逐步推进净菜上市工
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北京将
以生产、销售、包装等环节为
重点，全面推进净菜上市，减
少垃圾总量。

尽管净菜进京取得了明
显成效，但仍面临一些问题。
就消费端而言，许多人长期养
成的购买毛菜的习惯，一下子
难以改变；净菜出现在货架之
前有大量的制作、装包、运输
等加工环节和成本，价格普遍
比非净菜要贵，让一些消费者
难以接受。期待更多地方的
净菜大规模进京，通过良性竞
争，倒逼生产者、运输者、经营
者压减成本，尽可能地将“实
惠”让给消费者，推动净菜走
入千家万户。

接下来的工作，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几项：首先，有关部
门要发扬“上前一步”的担当
精神，与更多的外省市蔬菜主
产区政府共同建立完善净菜
加工企业成长发展机制，形成

合力，在信息收集、政策提供、
服务保障等方面适当“倾斜”，
使净菜进京与毛菜进京形成
比较优势，调动外地企业加
工、运输净菜进京和打造净菜
品牌的积极性。其次，想方设
法为进京后的净菜“送上一
程”。比如，对采用净菜的规
模化餐饮企业或经营净菜的
生鲜零售企业，予以一定的垃
圾减量与节水的奖励补贴，激
发广大经营者参与净菜上市
的内生动力。

此外，还需加大社会宣传
力度，提高广大市民对净菜上
市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同
时，借鉴北京市交通委、市生
态环境局联合高德地图、百
度地图推行绿色出行碳普惠
激励措施等做法，出台相关
激励措施，培育广大市民消
费净菜的习惯。进而，汇聚起
更加磅礴的绿色力量，促成加
工端、消费端“双向奔赴”，形
成良性循环。

加大净菜上市力度，势在
必行也正当其时。有关部门
要站在深入实施绿色北京战
略的高度，重视外地净菜规模
化进京工作，从兰陵净菜大规
模进京入手，创新思维和方
法，完善推进机制，大胆探索
和实践，推动更多的外省市蔬
菜主产区净菜规模化进京，为
垃圾分类和垃圾清运工作减
负，为首都高质量前行加油。

首农百款食品亮相2022北京年货节

①：首农食品集团旗下三元品牌“2022北京年货节”展台。
②、③：活动现场设立国潮打卡区。

促进净菜行业升级
为首都高质量前行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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