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王维祎 货运、冷
链的管理再度升级，北京对生
活必需品的供应供给从未松
懈。日前，从北京新发地市
场、永辉超市等批发零售企业
了解到，企业积极备货，确保
北京消费市场供应稳定。

“目前，市场内蔬菜日供
应量在 2万吨以上，供应充
足”，北京新发地市场宣传部
部长童伟表示。为应对前几
日的降雪天气，北京新发地市
场已经组织商户加大农产品
采收储货的力度。

在fudi仓储会员店生鲜区
货架上，西红柿等蔬菜以及肉
类等品种丰富，供应充足。另
外，在物美超市鲁能美丽汇店
内，生鲜蔬菜货架上摆放齐全。

不过，部分蔬菜价格会出
现小幅波动。农业农村部监
测数据显示，3月23日“农产
品 批 发 价 格 200指 数 ”为
134.01，比前一天上升0.07个
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
数为 137.00，比前一天上升
0.09个点。重点监测的28种
蔬菜平均价格为 5.72元/公
斤，比前一天上升0.5%。3月
23日价格涨幅前五名的是鸭
梨、平菇、青椒、菠菜和巨峰葡
萄，幅度分别为 5.0%、3.1%、
2.3%、2.3%和2.2%。

批发、零售企业在积极保
供的同时，还有来自交通防疫
管控下的对企业人力、资源调
配的考验。近日，北京市交通
委员会发布消息，全市交通运
输行业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措
施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疫情防
控形势，进一步强化管理，全
力守护乘客平安出行。

道路货物运输行业从严、
从实、从细落实疫情防控措
施，并积极主动做好物资供应
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城市日常
供应。另外，北京还将紧盯冷
链食品运输环节疫情防控，各
区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认真落
实从业人员备案管理、核酸检
测等工作，加大对食品冷链运
输企业的监督检查力度。同
时，积极主动做好物资运输保
障工作，加强运力储备，成立应
急保障车队，积极协调为应急
物资运输车辆提供通行便利。

不仅是货物运输，冷链也
是此次交通疫情防控中的重
要一环。北京商报记者在走
访中了解到，在进口冷链商品
选购时，永辉超市也提醒消费
者佩戴一次性手套挑选商
品。同时，永辉超市还贴出了
北京对进口冷链食品的防疫
要求，其中提到，进口冷链食
品应与国产冷链食品分库或
分区存放，在售卖时应设专区
或专柜，配备一次性手套等防
护用品，并在包装或柜台明显
处一一对应加贴“北京冷链”
二维码，同时负责进口冷链商
品的工作人员应持有核酸检
测阴性报告方可入职。

据了解，自2020年11月1
日起，北京市冷链食品追溯平
台正式运行，实现对进口冷藏
冷冻肉类、水产品的追溯管理。

“北京冷链”通过实施“首
站赋码、进出扫码、一码到底、
扫码查询”的管理模式，对进
口冷藏冷冻肉类、水产品在京
流通开展追溯管理，力求做到
“来源可追，去向可查”，为精
准防控再添助力。

本报讯 李栋 近几年，我
国油菜籽价格呈上涨趋势，农
户种植积极性明显提高。专
家预计，2022年我国油菜籽产
量有望再创历史新高，预计产
量达到1450万吨以上。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大力
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
程。在长江流域开发冬闲田
扩种油菜。

据江西省瑞昌市的某油
料加工企业负责人介绍，现在
通过产销对接的方式和当地
合作社、种植大户签约了定向
收购协议，鼓励农民种植高品
质油菜。“目前，当地油菜的订
单收购率达到了50%。”

近几年，油菜籽价格整体
呈上涨趋势。数据显示，3月
下旬，各主产区油菜籽收购价
在6000~6500元/吨，相比2015
年收购价的 5100元/吨上涨
17%~27%。油菜籽价格的上
涨，带来的是种植收益的提升，

农户种植积极性明显提高。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分析

师郑祖庭表示，近3年我国油
菜籽种植面积呈增加态势。
当前我国油菜籽大部分处于
开花期，如果后期不出现极端
天气，2022年我国油菜籽产量
有望再创历史新高，预计产量
达到1450万吨以上。

“我国油菜籽均用作榨油
消费，其中，国产油菜籽主要用
作生产小榨浓香菜油，年均压
榨量在1300万吨左右。”郑祖
庭介绍，在进口量方面则呈现下
降趋势，近3年油菜籽年均进口
量283万吨，明显低于2014—
2018年均值的451万吨。

“未来，随着大力开发冬
闲田、推广油稻轮作、扩种南
方冬油菜，油菜种植面积和产
量还将持续增长。到2025年，
我国油菜籽种植面积有望达
到 1.2亿亩左右，产量达到
1800万吨。”郑祖庭说。

今年油菜籽产量
预计超1450万吨

北京“菜篮子”供应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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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小众菜”有望
批量供应北京市场

走出“小众菜”种植大棚，
附近的一个加工车间里全然是
另一番景象，食品级标准的“全
副武装”工作人员在完全封闭
的操作间里进行着作业。蔬菜
要经过摘、切、洗、消毒、二次漂
洗、脱水、挑选、包装、金探、装
箱等诸多环节，最终被运往指
定的仓库。

除了大棚里生产的“小众
菜”，基地的鲜切蔬菜、即食鲜
切蔬菜和蔬菜原料等也都端上
过冬奥会的餐桌。为了保证食
品质量，蔬菜走出基地需要“过
五关斩六将”。冬奥结束了，供
应市民餐桌的鲜切蔬菜是否还
遵循着同样的标准？

常希光介绍，你们看到的
各环节要求，我们日常供应市
场也是这么做的。冬奥结束，
供应市场的蔬菜依旧会按照标
准落实种植环节的绿色安全生
产，生产加工以及配送环节的
规范和流程将更加熟化和固
化。疫情防控从严从紧，基地
所有涉及蔬菜供应的人员在每

个环节都必须严格遵守防疫规
定。“市民买回家就直接吃的蔬
菜，质量品控必须得到保证。”

拆包即可食用的净菜既方
便了市民生活，也从源头上缓
解了城市厨余垃圾处理压力。
去年年底，市农业农村局联合
市商务局印发了《关于逐步推进
净菜上市工作的指导意见》，在
全市逐步推进净菜上市，当年
即实现每天垃圾减量20%。池
师傅所在的基地，每年在生产
加工环节就减少了4000吨尾菜
流向城市，这些尾菜在基地还
可以变废为宝，用来养蚯蚓改
造大棚土壤，或是重新加工处
理成肥料回馈土壤。（曹晶瑞）

大兴区长子营镇的现代农业设施基地大棚里，菜农已开始收获新一茬的意大利香菜、迷迭香、
芝麻菜等香辛蔬菜，冬奥会之前，这类“洋蔬菜”在京郊大棚里成规模种植的较少，有些连种子都罕
见。冬奥期间，基地里生产的20余种“小众菜”满足了各国运动员们的“家乡味蕾”。3月下旬，笔者
跟随市农业农村局到基地调研时了解到，冬奥结束之后，这些“小众菜”并不会功成身退，而是根据
市场反馈与市民口味，有望持续供应市场，丰富市民餐桌。从初期来看，20多种蔬菜里，“芝麻菜”
是认知门槛最低也最好卖的。

在大兴区长子营镇农业设
施基地的一栋大棚，一股特殊
的类似芝麻的香气扑鼻而来，
随着气温回暖，大棚里一茬又
一茬的“芝麻菜”相继成熟。池
学礼拿着小镰刀，正带着菜农
们一起收割着“芝麻菜”。这个
基地的蔬菜大棚，在北京冬奥
会期间承担了向运动员供应
“家乡菜”的使命，如今冬奥会
已经圆满落幕，但精心栽培的
各种蔬菜依旧长势喜人。

池学礼在基地工作了多年，
菜农们都爱叫他“池师傅”。和
农田、蔬菜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
池师傅，自北京开始批量引进蔬
菜品种之后就种过不少新奇的
蔬菜品种，但冬奥会期间基地供
应冬奥会运动员餐桌的20余种
香辛蔬菜中，个别品种连池师傅
也不太熟悉。“当时最困惑的是
冬奥供应点名需要的‘意大利香
菜’，最后还是在蔬菜专家的‘科
普’下才知道学名叫平叶香芹，
是部分欧洲国家腌制酱菜中最

重要的原材料，在北京的一些五
星饭店有，但规模供应的比较
少。”池师傅称，最后是在北京市
农林科学院的专家帮忙下才找
到了种子。

除了平叶香芹，一些“小众
菜”虽然在2008年奥运会以后
有过一些种植经验，但冬奥会
期间，北京冬天极寒天气等特
殊条件还是给菜农们的种植带
来了些许挑战，就像紫苏和罗
勒喜欢长日照，温度高才能正
常生长，可冬奥会期间北京曾
出现极寒天气，超低温气候条
件显然不是这两种蔬菜喜欢
的。于是，基地就专门在大棚
里增设了补光设备，通过持续

补光加温等科技措施，来弥补
气温的短板。“温度、湿度、长势
随时都监控着。”

据市农业农村局有关部门
负责人介绍，北京其实从很早
就开始大量引进蔬菜品种。“作
为技术储备，2008年北京奥运
会时就引入了30多种香辛料
蔬菜，后期都形成了本地化生
产，京郊有基地已种植10多年
了，但他们日常仅需种植几个
大棚，就能满足首都五星级酒
店的需求。2017年至2019年，
又再次引入香辛蔬菜20多种，
并明确了这类蔬菜的冬季种植
技术规范体系。”该负责人介
绍，2021年，依据冬奥会及市场
需要，北京对这些引进蔬菜进
行了规模化种植。不仅如此，
冬奥期间，市农业农村局还结
合农产品质量的日常管控规
范，细化了产地环境、投入品使
用、采收包装、贮存运输等环节
的管理规范，确保冬奥蔬菜的
商品品质。

供应冬奥会运动员餐桌的
20余种香辛蔬菜，最终顺利端
上了运动员的餐桌，让他们在
比赛中品尝到了“家乡的味
道”，这既离不开北京现代农业
先进的种植技术、生物及物理
防治技术等，也离不开池师傅
和种植户们终日的精心呵护。

冬奥场馆讲究后续利用开
发，其实冬奥的直供蔬菜也一
样有机会延续下去，毕竟是好
不容易找来的蔬菜种子与研究
出的种植方法。

3月23日，相关专家到基

地调研时，还有专业人士建议，
其实可以开发冬奥蔬菜食谱，毕
竟诸如香茅、欧当归、车窝草等
蔬菜，北京市民不太熟悉，同时
这些北欧及东欧增加菜品风味
的重要食材，也可能有适合中餐

的烹饪方式，可以不断创新。
目前，池师傅的“小众菜”

种植任务依然继续着。北京市
裕农优质农产品种植有限公司
总经理常希光表示，基地供应
冬奥的20余种香辛蔬菜，有一
些品种已经开始持续供应市
场。池师傅介绍，“目前20多
种菜里，属“芝麻菜”卖得最好，
接受程度最高。”据了解，这种
“芝麻菜”不但让大棚种植时有
芝麻香气，单独品尝也有独特
的芝麻味道，作为配菜受到不
少人喜爱。

“北京菜篮子”
里的外国“家乡菜”

冬奥蔬菜有望持续
丰富市民餐桌

鲜切净菜
拆包即可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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