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新发地农
产品批发市场，经过加工工厂处理的大
葱、土豆、豆角等蔬菜被整齐地分装、放
置，即将送到北京消费者手中。

这些蔬菜，许多来自河北的田间地
头。现在，它们连土带泥的“原始形态”
已经消失不见，主打无残留农药、茎叶类
菜无菜根、无枯黄叶、无泥沙、无杂物，被
称作“净菜”。

河北农业资源丰富，是北京“菜篮
子”产品的重要供应地。经过多年发
展，京冀两地已共建环京周边蔬菜生产
基地158家，面积达10.3万亩。在此基
础上，“河北净菜”顺应都市快节奏、高
品质的生活需求，逐渐打响品牌、统一
标准。

近日，笔者在京冀两地走市场、探企
业、访部门，发现在区域协同发展的背景
下，河北通过在种植端把控质量、设立标
准规范加工、打通物流环节堵点、促进两
地直采直供等方式，助力“河北净菜”成
为“北京好菜”。

种出足量好菜

卖出好净菜，首先是种出好蔬菜，从
源头处把控质量。

晨光映照下，来到河北省固安县天
绿食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大棚，一串串
鲜艳欲滴的番茄长势喜人。这些番茄是
该合作社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联合培育
的新品种，口感脆甜多汁、香味浓郁。通
过引进农科院配方有机肥，从育苗、定植
到施肥、结果，合作社全程使用绿色病虫
害防治技术，减少农作物农药残留，保障
番茄优质、安全。

“目前，这类番茄种植面积达 2000
亩，年产量6000吨，主要供应北京的净菜
市场。”河北省固安县天绿食蔬菜种植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李俊田说。

近年来，河北省着力调整优化农业
种植结构，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市
农林科学院、天津市农业科学院引进蔬
菜新品种，保障番茄等大宗蔬菜供应。
同时，罗勒、紫苏、羽衣甘蓝、紫背天葵等
小宗蔬菜发展得有声有色，净菜市场进
一步细分。

现代化农业种植方式有助于改善蔬
菜品质。在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中国蔬
菜协会、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和饶阳县共同
建设京津冀蔬菜科技测评示范中心，其温
室大棚里高科技的痕迹处处可见。

在这里，温度、湿度和光照等环境因
素被通过线上手段严格控制：大棚顶部
每隔3米配设有一个补光灯，光照不足时
补光，气温骤降时保温；棚里放有蜂箱，
可随时为蔬菜授粉。

示范中心的20多个智能温室大棚，
依托物联网技术紧密相连，传感器和监
控系统实时收集棚内的各种环境数据，
实时传输至园区数据中心，既方便让种
植者实时查看、远程调控，又能够为种植
者制定科学、精准的管理方案。

据了解，每年都会有来自国内外的
2000多个蔬菜品种在这里完成田间试
验。经过病虫害防控、熊蜂授粉等20多
项新设施新技术助力，通过抗性和营养
成分等30个项目比拼后，获得优胜的蔬
菜品种才会被送到农户手中，并由专家
示范种植。在此基础上产出的一部分蔬
菜，会以净菜的形式抵达北京消费者的
餐桌。

规范加工有标准

从一颗颗沾着泥土的毛菜到一袋袋
安全放心的净菜，加工过程净洁有序。

笔者在河北省保定市蠡县看到，这
里的麻山药种植面积达10万亩，年产量
25万吨。在河北荣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净菜加工车间，工人们需要先经过严格
的换装和消毒措施，戴着口罩与手套对
麻山药进行处理，再将加工好的麻山药
装进袋中，最后通过半自动机器对麻山
药净菜完成真空打包。

“我们与当地麻山药种植大户保持长
期合作关系，每天可按照客户要求的尺
寸、形状，加工2.3万多斤麻山药，每人日
均打包8000斤麻山药。目前，公司年产净
菜1.3万吨，年产值约2.7亿元。”河北荣傲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建峰说。

传统净菜加工基本依赖人工操作，
存在清洗不彻底、损耗大等问题。去年，
荣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专门研发生产
线，利用高压水枪、水刀对蔬菜进行清洗
和切割。目前，麻山药的筛选、清洗、去
皮、高精度切割等环节已实现高度自动
化，操作更高效简便，加工过程也更卫生
安全。

近年来，河北不断完善有关标准，
确保净菜质量要求有据可循。
2023年5月，河北发布《河北净
菜加工规范》，对
加工场所、切配车
间的区域布局、设
施设备、清洗
消毒、贮存等
具体细节做
出明确规定，
并组织相关

企业展开学习。
“为实现食品安全可追溯，我们用物联

网技术对生产过程实时监控。”王建峰介
绍，公司专门设立质管部门，负责质量监控
和成品检验，并定期检测生产用水、加工环
境、成品微生物等，确保净菜质量达标。

目前在河北，像荣傲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这样的净菜加工企业有145家，去年
累计净菜加工量109万吨，累计销售额
102.6亿元。

坐上进京直通车

新鲜，是净菜的主打特色，运输环节
须争分夺秒。

凌晨时分，位于河北深州市辰时镇
的河北农速源冷链物流有限公司厂区
内，数辆货车依次排开，工人们忙着装载
净菜。据了解，这家公司每天都有60多
种、3000多公斤净菜运到北京。

“以前我们雇用临时货车，联络周期
长、运输不稳定，经常出现‘菜等车’的情
况。随着北京净菜需求量越来越大，客户
群日趋稳定，我们开始长期租赁第三方货
车进行专项运输，夜间能够在6个小时内
完成往返。”河北农速源冷链物流有限公
司运输配置负责人李强说。

实践中，进
京货运车辆“日
间不能进入六

环以内通行”，一直是净菜运输的制约
点。为支持净菜进京，北京市为河北省
配给1000张“京籍”货运通行证，并给予
车证随报随批、不限行驶范围、享受高速
公路“绿色通道”政策等多种优惠。

2023年9月，在河北省商务厅指导
下，河北净菜（北京）物流有限公司在北
京成立，负责运营部分货运车辆。设计
车辆行驶路线、安排专人统计货物发送
需求、打造净菜物流数智应用平台以便
精确监控和调度车辆……该公司将河北
供应至北京的净菜进行整体规划，让净
菜坐上了进京直通车。

为进一步提高净菜进京流通效率、降
低流通成本，在河北衡水市及北京丰台区
商务部门的共同支持下，河北农速源冷链
物流有限公司在北京市丰台区新发地市场
附近，投资建设了河北省首家“河北净菜”
共享仓储统配中心，今年1月底正式运营。

据了解，该中心拥有5000平方米普
通仓储库和1000平方米冷库，以及1000
平方米的净菜品牌展示展览大厅，可以
为河北净菜企业提供展示、仓储、物流、
配送、结算等公共服务。

“净菜在这里存储、中转，再送到位于
北京市区的餐饮企业、社区商超、高校食
堂等多个单位，有助于解决净菜进京仓储
成本高、终端配送难等问题。”河北农速源
冷链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卫东说。

“一对一”购销拓渠道

为了让“河北净菜”畅达北京市场，
还得在供需两端之间架起桥梁，让人员、
物品、信息等要素充分流动。

此前，“跟风种、随缘卖”是河北蔬菜
种植散户中常见的生产经营状态，往往
销量不稳定、收入不理想。不少当地企
业、种植户希望进入北京市场，但依靠自
身力量很难突破现有销售渠道。据了
解，这种情况如今有了显著变化。

2023年10月，在商务部指导下，京津
冀三地商务主管部门签署《深化京津冀
区域市场一体化商务发展合作协议》，明
确支持“河北净菜”进京。

此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河北省商
务厅等相关部门积极对接北京批发市
场、大型商超、餐饮企业及社区、机关食
堂，帮助净菜生产企业与其结成“一对
一”购销关系，实现京冀两地净菜直采直
供，持续拓宽“河北净菜”销售渠道。目
前，河北已累计开展“河北净菜”进京活
动108场，覆盖北京7个主城区，总签约
投资额突破260亿元。

在此基础上，一些企业自主研发
App，开展“订单式”生产，直接对接北京
消费市场，实现“村村大棚通市场、车车
净菜不愁卖”。

笔者在该App上看到，净菜品种、规
格十分丰富，包含叶菜类、瓜果类、菌菇
类等。以圆白菜为例，有3～5毫米的圆
白菜丝、2～3厘米的圆白菜块、1厘米左
右的圆白菜丁以及圆白菜馅等多个分
类。客户下单后，能够实时查看订单中
净菜的生产、配送进度，公司一般会在3
天之内将净菜送达。

从民间自发的“进京卖菜”，到政府推
动的“河北净菜”，映照出两地协同发展的
生动实践。产销对接的持续深化，既令北
京市民餐桌上的蔬菜新鲜可口，又让河北
农民的蔬菜不愁销路，实现“两端”受益。

（苏凯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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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等30个项目比拼后，获得优胜的蔬菜品种才会被送到农户手中，并由专家
示范种植。在此基础上产出的一部分蔬菜，会以净菜的形式抵达北京消费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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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河北发布《河北净菜加工规范》，对加工场所、切配车间的区
域布局、设施设备、清洗消毒、贮存等具体细节做出明确规定。

为支持净菜进京，北京市为河北省配给1000张“京籍”货运通行证，并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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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净菜”畅达北京市场，还得在供需两端之间架起桥梁，让人员、物品、
信息等要素充分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