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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吴楠

“平价超市：现代城市化社区的呼唤”系列报道

信阳市人民政府价格调节基金办公室
价格调节基金扶持平价蔬菜商店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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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超对接惠三方

“菜园子”直通“菜篮子”

(7)

农超对接：拉近从田间到餐桌的距离

每天早上
4

时左右， 众诚种植专业合
作社的蔬菜基地里，人声鼎沸，菜农们开
始忙碌起来。 他们将一棵棵鲜嫩翠绿
的蔬菜采摘下来，分拣、装袋、配送上
车， 直至这些新鲜蔬菜到达县城及市区的
各个商店。

伴随着运输车的快速前进， 蔬菜很快
便被送达目的地。早上

7

时左右，市区平
价商店的工作人员已将满车青菜下
车、分类、上架，不一会儿的工夫，蔬菜
已被整齐摆放在货架上， 只待顾客前来挑
选。

“这里的蔬菜没有经过水洗，能多放几
天，而且你看看价格，比市场便宜许多呢！”

在市区一家平价商店里，顾客胡大妈一
边挑选青菜，一边和身旁的人说。 一番
精挑细选后， 胡大妈买了几棵清脆的
青菜回家准备早饭了。 自此，这几棵鲜
嫩青菜也结束了一次“短途旅行”。 从
田间地头到市民餐桌， 仅用了

4

个多小时
的时间。

“通过农超对接， 蔬菜被直接送往超
市、平价商店销售，一步到位，大大减少了
流通环节所需费用和时间， 同时也拉近了

从田间到居民餐桌的距离。而且，这些蔬菜
都是本地菜，在质量上也有保障。 ”姜涛说
道。

农超对接， 在很大程度上破解了农民
“卖贱”、市民“买贵”的难题，缩短了农田到
超市的距离，实现了“菜园子”与“菜篮子”

的“零距离”对接，确保农民增收，同时也稳
定了群众生活必需农副产品的价格。 事实
证明，无论是菜农、商贩，还是市民，大家普
遍反映，稳物价，人心才稳、社会才稳。要想
实现消费者、农民、超市的三赢，农超对接
无疑是重要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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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时间把刚从地里采摘的
新鲜蔬菜装进自家菜篮，这是不少
市民的期盼。 自去年以来，我市在
中心城区先后建成

31

家平价蔬菜
商店， 从蔬菜基地直接供应蔬菜，

这让市民的期盼得以实现。这样快
速的直采模式即为农超对接，它搭
建起了蔬菜的“短途旅程”，富了菜
农、笑了市民。

平价商店：

新鲜多样，价格便宜

8

月
26

日早上，在军韵花园小区内的平价
商店里， 店主唐祖胜夫妻俩正忙着将新鲜的蔬
菜整齐摆放在干净的货架上。记者看到，货架上
规定的

15

种平价蔬菜已被标示出来，黄瓜每斤
1.88

元、冬瓜每斤
0.88

元、青椒每斤
1.68

元、生
姜每斤

10.88

元……

看着货架上鲜嫩的生姜， 小区居民赵阿姨
喜笑颜开：“你看看这生姜多好啊， 一斤才要
10.88

元，比菜市场里便宜好几元钱呢。”距离军
韵花园小区最近的是谭山包菜市场， 小区居民
出门买菜，需要走将近

3

里路，对老年人来说尤
为不便。“现在好了，小区里开了平价商店，不出
门就能买到新鲜的蔬菜，真是方便。”赵阿姨说。

同样的景象也出现在羊山新区恒大名都小
区的平价商店里，当日上午

11

时
30

分，宽敞明
亮的店里挤满了正在挑选蔬菜的人。“商店开在
家门口， 我们再也不担心下班买不到新鲜蔬菜
了。 ”小区居民秦女士说道。

虽然已是中午时分， 但货架上的青菜仍然
非常鲜嫩，最令人惊讶的是，有些菜虽然标着低
于市场均价的

15%

，但实际价格明显低于市场
价的

40%

多。 “我们的蔬菜是基地直销的，价格
便宜很多。 ”店主笑呵呵地对记者说道。

像这样的平价蔬菜直销店， 在整个信阳市
还有很多家。 “

2014

年，我们建设的平价商店多
为蔬菜基地直销店，经营品种多样的蔬菜，真正
实现了农超对接。”市价格调节基金办公室相关
负责人王伟说道，“通过农超对接， 减少流通环
节， 平价超市所经营的农产品价格明显低于菜
市场同等农产品的价格。 ”

蔬菜基地：蔬菜直销，卖菜不用愁

记者从市物价办了解到，

2013

年我市
共计投入

510

万元来扶持全市
11

个基础
较好、 有一定规模的蔬菜基地建设。

2014

年，通过实地查看、组织验收，我市预计再
将扶持十几个蔬菜基地建设， 以充实壮大
市民的“菜篮子”。

政府的大力支持让罗山县庙仙乡的众
诚种植专业合作社董事长姜涛打心眼儿里
高兴。 他的合作社有近

5000

亩土地，生产
的蔬菜种类繁多、品质优良，最关键的是，

通过与市区和罗山县一些超市及批发市场

的对接， 每天生产出的蔬菜从不用担心卖
不出去。

目前，依托合作社，他还在信阳市和罗
山县建立了

6

家平价商店， 其中在羊山新
区建了两家， 政和花园一家， 恒大名都一
家。 “蔬菜由基地直接供给广大市民，又新
鲜又便宜，开在社区里，便民又惠民。”姜涛
告诉记者，“现在， 我们不需要再费尽心思
找销路，种的菜直接在家门口就能卖完，多
好！ ”未来，他计划

5

年内在信阳市建立
30

家像这样的平价蔬菜商店。

“按照以往一般流程， 从农民到批发
商、供应商，最后到超市物流采购，通常需
要经过

4

个以上环节。 而农超对接则省去
了中间许多环节， 蔬菜成熟后由农业合作
社直供超市， 从田间地头直接进入超市销
售，这种‘无缝’对接不仅能保证蔬菜的安
全新鲜，又保证产品物美价廉。 同时，直接
进货的成本比市场低

20%

到
30%

，最能给
消费者带来实惠。”说起农超对接给市民生
活带来的便利， 平桥区王岗乡上马石蔬菜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德亮这样总结道。

在平桥区王岗乡上马石蔬菜专业合作社的蔬菜大棚里，李德亮正在采摘脆嫩的黄瓜。 本报记者吴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