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头连着农村，一头连着城市。“菜篮
子”要稳价保供，离不开批发市场这个“减
震器”。在天津市静海区，日交易额亿元级
的都市农业批发市场，正用精细化管理“对
冲”菜价异动风险。

作为天津市大型的农产品一级批发市
场，深农集团旗下天津海吉星市场目前入
驻商户近2000家，年交易量500万吨，交易
额300多亿元。其中果蔬不仅供应天津市
70%以上市场份额，还辐射到北京、河北、
山东、辽宁等周边300公里地区，服务保障
人群超过6千万人。

每天上午，静海区的海吉星南菜大厅
里，几十种辣椒、不同规格的茄子番茄以及
众多特色蔬菜在这里交易。一筐筐精品蔬
菜被保鲜膜包裹着，商户们脸上洋溢着自
信，京津冀巨量的客流，让他们只需在摊位
前静待批发商到来。“以前不敢进云南菜，
像花生毛豆这种农产品，今天卖不出去明
天就砸手里了，但现在很多摊主都在做。”
顺诚精品蔬菜批发的老板何学龙做了15
年蔬菜批发生意，随着迁入海吉星，他的销
售品类和体量实现“迭代式”发展。他们不

仅销售了更远地方的蔬菜，还以“订单农
业”的方式在不少南方地区地头直接收购
蔬菜，将南菜北售的环节降为“直销”。

何学龙档口的显眼处摆满了“优秀商
户”“诚信经销商”“最佳贡献商户”的奖
牌。“市场也有区域性蔬菜供给不足的情
况，我们从全国调取同品类货品给商户及
时补充，保障市场菜品价格稳定。”海吉星
市场副总经理郭军，指着“诚信经销商”等
奖牌说，这些商户很多都是在菜价骤变时，
能够与市场和其他商户协调配合，通过及
时物流调度和合理的仓储管理，帮助市场
稳定菜价的“微型减震器”。

今年9月，海吉星还成立了东盟进口
水果北方交易中心，入驻了国内各大知名
进口水果经销商，批发品类包括榴莲、山
竹、火龙果、菠萝蜜、椰青、凤梨等水果，通
过产地直发，缩短流通过程，“打下”进口水
果的价格，让天津乃至周边京津冀地区的
市民真正实现“水果自由”。

从2010年发展到如今，大型一级批发
市场的日新月异也带动了许多商户和农户
发家致富。

“我刚给每家种植户转了50万元。”来
自河南的李小刚夫妇俩从海吉星开业就来
到这里销售油菜，点开手机上的“零钱通”，
余额700多万元的数字不禁让人艳羡。

“从一辆小车到三辆大车，我们家底更
厚了，油菜价格也更稳了。”一年比一年
好，是李小刚挂在嘴边的口头禅。随着客
户逐年增多，对蔬菜的需求也越发高，李
小刚也从“菜贩子”变成托管经营主体，种
植的油菜田从几十亩发展到现在300多
亩。“需要啥样的菜，我就种啥样的，随时
去拉菜不受限制，质量也好把控。”说话
间，他打开手机得意地说，“每天都能卖
完，基本用不上冷库。只要信誉好、守规
矩，生意就特好干！”

目前，海吉星已形成了蔬菜、水果、城
市集配三大主营业态，全力打造“数字菜篮
子”工程。“我们已经形成了‘以批发市场为
中心，上游向基地延伸，下游向消费终端延
伸，金融、冷链、集配、数智赋能有效衔接’的
供应链体系，让入驻商户卖得轻松的同时，
也切实提升了‘舌尖上的安全和品质’。”海
吉星总经理刘宗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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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美食之都的天津，对菜市场
的爱有多深？标准化菜市场一直
是天津重点建设的民心工程之一。

走进河西区紫金山路友谊菜
市场，就闻到入口处面食铺上黄
澄澄的玉米馒头的香气，另一旁
是滚动展示的食品安全信息及溯
源信息公示平台。市民们提着大
包小包的蔬菜水果穿行其间，从
鲜嫩饱满的蔬果、种类丰富的水
产到制作精良的熟食，琳琅满目
的商品和干净整洁的环境，让日
常的买菜也成了享受。

“我们周边大型社区有十几
个，这个菜市场能够满足大家的
需求，能买到多种南方菜，而且规
矩干净又有信誉度。”正在选购花
豇豆的市民杨女士是友谊菜市场
的常客，她告诉记者，家里人就爱
吃南方菜，家门口的市场就能买
到自己想要的品种。

菜市场一旁的红榜贴着近期
的“销冠”商户，据菜市场负责人
介绍，黑榜会针对违规行为进行
一定的处罚，而针对红榜的商户
会减免一定租金，并利用社区生
活服务平台帮助进行推广，帮助
获得更多流量。

菜场里选“全国菜”的同时，
市民也可以享受“足不出户”收到
本地菜的消费服务。打开天津本
地农业电商“金仓商城”“金仓公
社”微信小程序，消费者即可购买
到“津农精品”。“从采购到上架不
超过16小时，本地农产品直送到
客户手中。”天津金仓互联网科技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董美娇介
绍，金仓公司共建有三类仓：田间
仓、运营仓和储备仓，为了做到果
熟、菜鲜、菜嫩，金仓公司会从天
津市基地或者周边100公里的基
地去进行采收。

金仓公司运营四年来，不仅
搭建起从一产生产到二产物流配
送的完整、强健的供应链体系，还
积累了庞大的数据资源，建立了
相对成熟稳定的网络销售平台。
目前有稳定的客户群体，客户覆
盖面广泛，不仅能够为市民提供
新鲜优质的“菜篮子”产品，还积
极践行社会责任，帮助甘肃、西藏
等地扶贫产品的线上推广售卖提
供有力的保障。

“津农津品，津津有味”，一个
“品”字上的产业赋能离不开品牌
的打造。近年来，天津市围绕现
代都市型农业发展实际，逐步构
建起“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协会
推动、企业主体”的品牌建设模
式，累计培育认定了225个“津农
精品”农业品牌。通过创新制定
小站稻、沙窝萝卜等区域公用品
牌全产业链标准，提升产品品质。

在365天全天候对市民开放
的“津农精品”展示中心，市民可
以一站式采购到本地近300种，
涵盖肉、菜、蛋、奶、鱼、果、粮、种
等八大类特色农产品，天津“菜篮
子”工程建设的脚步以更多实实
在在、真实可感的方式落在每个
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在每天
的一餐一饭中。

（黄慧 林单丹 胡燕俊）

接地气的品牌
市民买得享受

“一家煮饭，四邻飘香”的小站稻，是北
方民众的集体回忆。作为天津著名地标产
品，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小站稻也是津产
农品的一块“金字招牌”。近年，小站稻亩
单产全国领先的同时，还有了共同成长、共
同进步的“新朋友”。

为提高小站稻种植效益，增加稻农收
入，2023年，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在全市选
择5片千亩连片稻田，建设稻渔（稻蟹、稻
虾）综合种养示范区。

青背、黄毛、金爪、白肚皮，最大单个
重量达到了300克以上，武清区上马台镇
王三庄村天津市傲然家庭农场的河蟹被
不少客户抢购一空。“我今年一共有2600
亩小站稻开展了稻蟹立体种养，其中示范
区面积超过1000亩。采用这种生态种养

模式，产出的是生态大米和优质蟹是天然
又有营养的绿色食品，稻米和河蟹都实现
优质优价，每亩增收1000多元。”农场主
马佳笑着说。

如何在有限的耕地面积上获得质优高
产的农产品，从而丰富市民“菜篮子”是发
展都市农业的关键问题。天津用稻渔综合
种养等模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不仅单项
产业发展，天津目前已创建奶业、生猪、小
站稻3个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推动
促进20个奶业新型经营主体升级改造，培
育4个国家级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

天津发挥“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和乡村
振兴战略实绩考核作用，明确生产任务，加
强生产调度，全程压实生产责任。特别是在
支持灾后生产上，天津完成0.92万亩受灾棚

室修复，根据天津市农委农情调度显示，蔬
菜播种面积和产量同比基本持平，生猪、鸡
蛋、生鲜乳、水产品产量同比均实现增长。

“菜篮子”另一头，高标准和严要求也
保障了市民以优价购得优质农产品。稻香
蟹肥、菜鲜果嫩，市民对“菜篮子”放心的基
础是对质量安全监管底线的狠抓严管。据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市场信息处介绍，天津
市从源头入手，组织土壤污染溯源排查、落
实区级防控，制定实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
用地方标准。体系监管方面，织密产地监
管和市场监管“两张网”，拧紧风险监测和安
全检测“两把锁”，10个涉农区建立454个食
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网格，所有乡镇均
建立快检站，监督发现问题100%处置，让消
费者吃得更放心。

增产筑牢篮底 大家吃得放心

精耕细管交易 农商卖得轻松

一座城市的宜居，从傍晚时分的菜市场开始。活色生香的鲜鱼水菜在这里汇聚，繁华喧闹声是市民和农民共同满意。
狗不理包子、煎饼馃子、嘎巴菜……天津的美食“密码”，离不开本地产农品这个“关键数位”。从香软劲道的小站稻到脆甜多汁的

沙窝萝卜，再到脂香膏滑的七里海河蟹，天津准确把握现代都市型农业的主攻方向，稳扎稳打，在生产端守牢安全底线、强化保供储备，
流通端找准销售渠道、加大现代化服务改造，用“津”心在京畿大地上谱写绿色高效的“菜篮子”工程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