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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让百姓把“菜篮子”拎得稳拎得舒心
“菜篮子”虽小，但里

面盛满了与老百姓生活
息息相关的产品，关系民
生质量，关乎民心稳定。

如何让百姓拎稳“菜
篮子”，始终是“三农”工
作的重要任务。天津市
农业农村委、市发展改革
委、市商务局、市财政局、
市市场监管委等部门深
入贯彻落实“菜篮子”工
程，围绕百姓餐桌需求，
统筹抓好“菜篮子”产品
生产发展、质量安全、市
场流通、调控保障等各项
工作，保障市民“菜篮子”
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让百
姓买得舒心、吃得放心。

老百姓的“菜篮子”里，总少不了西红柿的身影，或
配菜添彩，或直接生吃，在市场上销路颇广。

武清区黄花店镇甄营村的现代设施种植标准化园
区的温室里，西红柿植株长势喜人。“这是我们新引进
的品种，叫青甜小番茄，市场上能卖到十几元一斤。”面
对未来，甄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志明信心满
满，“园区里是新建的可移动式温室，高5米左右，植株
有了足够的生长空间，最高可长到近2米，单产高了，能
满足市场的供应，丰富百姓的‘菜篮子’，而单价高了，
也会让咱农民的钱袋子更鼓。”

甄营村是黄花店镇最大的蔬菜种植专业村，全村
蔬菜种植面积近3000亩，主要种植芹菜、西红柿等蔬
菜，是京津冀市民重要的蔬菜生产基地。为此，甄营村
拿出340亩土地，建设现代设施种植标准化园区，成立
京津冀蔬菜科技小院，希望通过前期的品种试种和市
场试水，给村民们“打个样”。据介绍，蔬菜小院里建了
82个新型可移动式温室，其中3个为实验温室，农业院
校和科研机构在这里培育新品种的种子。其余的温室
由30多名懂技术、有渠道的农业行家里手承包管理，每
人分给两个大棚，种植实验温室出产的种苗或自己相
中的新品种。“我们会在实验温室里对不同品种西红柿
所需土壤类型、智能调控等生长条件进行研究，成熟一
批，村民们就会在自己的棚里试种。除了每周会去现
场进行跟踪外，我们还会对当地的技术员进行辅导，教
给他们如何使用水肥一体化设备和智能温控调节设
备，从而保证生产环境的稳定性。”天津市农业发展服
务中心蔬菜专家、推广研究员李海燕表示。

据介绍，为了扎实抓好“菜篮子”产品稳产保供工
作，天津市农业农村委聚焦服务发力，持续加强技术指
导。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紧盯可能出现的灾害，制定完
善应对灾害技术方案，2024年天津市共推送农业自然
灾害风险提示106份。组织生产专家和技术骨干深入
田间地头和农业企业开展技术服务和生产指导，开展
“千人指导 万人培训”农技提升行动，指导农业企业强
化生产管理，做好蔬菜病虫害和动物疫病防控，保持稳
定合理的生产节奏。

经过多年发展，位于北辰区西堤头镇的金亚麻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从一家单一的亚麻籽油加工，逐步发
展成为集雏鸡培育、蛋鸡养殖、蛋品加工、高品质蛋品
研发生产于一体的综合型农业企业，如今每天可向市
场稳定提供10吨品牌鸡蛋和熟制鸡品。

走进金亚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智慧养殖农场，规
模化养鸡厂房一字排开，育雏养殖区、蛋鸡养殖区、饲料
加工区等功能区一应俱全。国际领先的蛋鸡养殖设备，
集笼架系统、喂料系统、饮水系统、通风系统、照明系
统、集蛋系统、出粪系统于一体。“为确保农场产出的鸡
蛋无抗、可生食标准，我们生产的品牌鸡蛋从饲料配方
设计、鸡舍无抗环境、养殖管理到蛋品检测，每一个养
殖环节都精心严格把控。”公司董事长张春洪表示。

9点多，产蛋鸡舍里的自动收蛋设备开始运转，按
顺序将每个养殖舍的鸡蛋输送到公司包装车间一楼的
全自动分拣设备上。张春洪表示：“我们这套自动清
洗、杀菌、分拣设备是从国外引进的顶级专业设备，它
能精准挑出人工不能辨别的破损的鸡蛋，将完好的鸡
蛋根据不同重量送入不同的通道自动装盒包装，工人
们只需要贴好标签，进行装箱即可。”可以看到，在分拣
车间里不过十几分钟，几十筐鸡蛋就已装箱完成，门外
的运输车也准备就绪，这意味着从养殖场到餐桌，每一
枚鸡蛋都是直供，确保了鸡蛋新鲜、安全、健康。

守好百姓的“菜篮子”，关键在于设施基础建设。
天津市坚持建设施调结构，大力发展工厂化集约养殖、
立体生态养殖等新型养殖设施，畜禽养殖规模化率达
到85%，其中奶牛养殖规模化率达到100%，设施化农业
生产产值占比超过65%。先后争创4个国家级优势特
色产业集群、5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10个国家级
农业产业强镇，引进培育新希望集团、天津食品集团投
入14.1亿元建设4个大型生猪养殖项目，稻渔综合种养
生产面积达到53万亩。

强设施优品种
让“菜篮子”装得满满当当

位于静海区的天津海吉星农产
品批发市场是天津市最大的一级批
发市场，来自全国各地的蔬菜在这里
进行中转流通，不仅满足天津市80%
以上市场需求，还辐射到北京市、河
北省、山东省、辽宁省等周边300公
里地区，服务保障人群超6000万人。

1月5日11点，海吉星农产品批
发市场里人声鼎沸，满载着各地农产
品和水果的运输车，有序排队入场。
在蔬菜批发商范小盼的摊位前，油麦
菜、罗马生菜等十几种菜品依次摆
开，“老主顾”们正在熟练地装车。

“今天到了两车总共120吨的
货，主要是来自云南的叶菜类产品，
现在已经销售出去一半了，”范小盼
表示，“剩下的货品基本上也会在当
天下午全部卖出去。”

在范小盼看来，以往人们冬天
就是吃大白菜、圆白菜，现在油麦
菜、罗马生菜等叶菜类成为“家常便
菜”，而抱子甘蓝、手指胡萝卜、薄荷
叶等特菜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我们合作的车队也升级了车

辆，以往从云南省产地到天津市需
要60个小时，现在缩短到了36个小
时左右，而且会有多组车队进行运
输，确保市场有货、路上有货。”面对
百姓需求的变化，像范小盼一样的
批发商户们也提升响应速度。“同时
我们也会根据市场反馈，在最短时
间内调整供应品类。”

商户们的自我调节反馈，也为
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稳产保供
工作提供了数据基础。天津海吉星
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蔬菜管理部经
理赵开伟表示：“门岗前端有一个来
货报备系统，商户们会提前预报来
货量，我们可以随时抓取这个数据，
来观察市场上整体的供应量，继而
在遇到突发情况进行调整时，做到
心中有数。”

据介绍，进入腊月，市民们备年
货的需求上升，近几天，市场上蔬菜
的来货量每天大约为6000吨，范围
涵盖云南省、四川省、湖北省等地。
“临近春节，我们会动态地去监测蔬
菜来货量，加大储备，保证春节期间

市民‘菜篮子’稳定，同时也会加大
高端菜品的供应，丰富‘菜篮子’品
类。”赵开伟说。

天津市健全市场流通体系，持
续推进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形成
以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为集散辐
射纽带、外环批发市场服务城区、远
郊批发市场服务周边的服务保障格
局。在社区构建主力保障业态（菜
市场、超市）与便捷毛细业态（生鲜
超市、菜店、电商自提点等）相结合
的零售网络，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覆
盖中心城区，让农产品从“田间地头
到百姓餐桌”的流通更加顺畅。

天津市依托天津食品集团等大
型企业线下流通体系，拓展农产品
销售渠道；成立天津市农产品电子
商务协会，与京东集团等全国大型
电商平台对接合作，有效推动农产
品“出村进城”。同时，为了缓解产
品季节集中上市与长期需求的矛
盾，天津市建成农产品产地冷藏保
鲜设施162个，为“菜篮子”产品流通
提供了有力保障。

聚合力促协同 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强流通拓渠道 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餐桌”更顺畅

天津市聚焦市场流通抓保供。
市农业农村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商
务局三部门联合开发了“菜篮子”产
品监测预警服务平台，覆盖“产地、
批发、零售”全链条价格、“肉蛋奶、
果菜鱼”全保供品类和“产供销存”
全要素信息，科学分析研判形势、精
准抓好稳产保供。现代商贸流通试
点城市等政策覆盖“菜篮子”产品生
产、流通、调控保障和农业品牌建设
各环节，持续提升“菜篮子”产品稳
产保供能力。

聚焦质量安全抓保供。既要
让百姓吃得新鲜，还要吃得安全、
吃得健康。农业农村部门和市场
监管部门各尽其责、通力配合，全
链条监管天津市“菜篮子”产品安

全。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强化天津
市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指导
生产主体采用绿色种植和健康养
殖技术，科学合理使用农业投入
品，减少生产环节农药兽药的用
量；会同市场监管部门落实食用农
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推动产
地准出和市场准入有效衔接；加强
监测抽查和执法检查，2024年对天
津市地产农产品抽检共2.67万批
次，抽检率达到1.9批次/千人；健
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的监管
体系，各涉农区均建立了农产品乡
镇监管员和村级协管员，目前，天
津市的基层网格化监管队伍已达
到4000名。分类有序推进生猪屠
宰质量管理规范落地实施，生猪定

点屠宰企业优化生产车间布局，更
新升级设施设备，完善肉品质量管
理制度，组织肉品品质检验人员参
加国家兽医卫生检验人员考试，肉
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显著提升。

聚焦联保联供抓保供。京津冀
三地农业农村部门每季度轮流组织
农产品市场会商会，三地商务、农业
农村部门签订联保联供协议，组织
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保供基地开展
对接活动，持续稳固区域保供能力。

聚焦品牌提质抓保供。按照
“基地示范、龙头带动、科技赋能”
的工作思路，有力有序有效推进
“津农精品”品牌提质，重点培育小
站稻、沙窝萝卜等10个优质特色农
产品品牌。 （辛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