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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3

年

9

月

20

日， 我市第一

家平价超市与市民见面起， 我市平价

（蔬菜） 商店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目前全市的

56

家平价超市正为市民

“菜篮子”品种更丰盈、提得更稳当发

挥着积极的作用，另外，到

2015

年年

底， 全市将有

100

多家平价超市进入

社区， 平价超市正在成为市民日常生

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也正成为现代

城市化社区的呼唤。

8

月

5

日起，本报推出了“平价超

市： 现代城市化社区的呼唤” 系列报

道， 分别从目前我市平价超市的发展

现状、平价超市建设的扶植政策、各职

能部门对平价超市采取的监管措施、

平价超市如何平抑物价扎根社区、如

何实现“农超对接”等诸多方面详细报

道了平价超市的发展之路， 并从食品

安全、杜绝假冒、卫生健康、优质服务

等方面详细阐述了群众眼中的平价超

市， 并结合外地成熟经验探讨了未来

我市平价超市的发展模式。

本报记者走向田间地头， 追随源

头的食品安全；访问超市店长，了解流

通环节如何让利于民；采访有关部门，

探寻平时的监督与管理； 跟随市民逛

市场， 搜集平价超市对生活带来的种

种变化……

11

篇报道，从不同侧面详

细推介了平价超市这一惠民工程，也

引起了广大市民对未来我市平价超市

如何更好更快发展的热切讨论。 平价

超市发展好了，“菜园子” 才能更加生

机勃勃，“菜篮子”才能更加平易近人。

加大资金扶助力度，给经营者吃上“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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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初签订的协议，坚持按政

府指导价经营平价蔬 菜 商 店 ， 年 底

时 ，政府将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 听

说，最近就可以领到政府补贴了。 ”王先

生说。

为推进“菜篮子”工程建设，信阳市

人民政府下发了信政 （

2014

）

14

号文

件。 按照文件要求，

2014

年，浉河区和

平桥区各建成

15

个平价蔬菜商店，羊

山新区建

10

个、工业城建

5

个、南湾管

理区建

5

个，共

50

家，

2015

年，在上述

区域再建成

50

家平价蔬菜商店。

在政策支持上，文件要求，市财政

分两年共计安排

3000

万元财政资金支

持平价蔬菜商店建设，每年

1500

万元，

其中 ，

1200

万元用于支持平价蔬菜商

店，

300

万元用于支持企业生鲜配送中

心建设。单个平价蔬菜商店最高上限支

持不超过

25

万元， 生鲜配送中心最高

上限支持不超过

150

万元，并重点支持

平价蔬菜商店店铺建设、购买、装修、生

鲜经营设施设备等。

同时， 对经营企业给予项目支持。

项目申报主体是需具有法人资格且注

册成立一年以上有蔬菜、肉禽蛋、水产

海鲜等鲜活农产品经营范围和条件，组

织机构健全，制度完善，产权明晰，财务

独立，运营规范。

对于从事农产品种植、养殖、销售

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注册资

本

300

万元以上，自有或以土地流转方

式拥有蔬菜、瓜果等种植基地

500

亩以

上，有自有农产品品牌，有充足与超市

对接或开设直营直供店采购量相适应

的农产品品种和产销规模，可获得项目

支持。

“从

2010

年到

2013

年，我得到了

政府的资金支持。 今年秋季雨水较多，

种菜受到不小的影响。 前几天，浉河区

农业部门就来到我家， 帮我测算损失，

并为我出主意想办法， 帮我一起渡难

关。我想，只要有政府的大力扶持，我们

种植蔬菜就吃上了 ‘定心丸’， 我市的

‘菜篮子’ 工程就会走得更远发展得更

好。 ”汤修明说。

勇于探索破难题

创新模式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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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委、 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强力推进

下，我市平价（蔬菜）商店、超市如雨后春笋在中心

城区生根发芽。新鲜的蔬菜、优惠的价格，让市民欢

欣鼓舞。到今年年底，我市将建成

50

家平价蔬菜商

店，让平价蔬菜走进更多市民的厨房。

如今，平价蔬菜商店发展势头正旺，如何让这

一惠民工程越走越好，惠及更多的市民，是我市正

积极探索话题。

坚持日常监管与指导，让菜农鼓起“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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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给我们定的平价蔬菜品种，

都标有特定的牌子， 菜价低于市场价

的

15％

，尽管有些菜是赔钱在卖 ，但

是我们仍然坚持政府指导价。 ”

9

月

24

日， 记者在康诗丹郡小区内开设的

平价蔬菜商店采访时，店主王先生对记

者说。

王先生说，开设平价（蔬菜）商店，

就要对我市“菜篮子”工程负责，自己首

先要遵守当初的承诺，诚信经营，真正

把实惠让利给消费者，坚持下去，绝不

能含糊。 另外，物价部门经常组织经营

户学习培训，深入了解建立平价蔬菜商

店的重大意义。 同时，物价部门经常到

各个商店进行价格监督管理，现场解决

经营中遇到的难题，并在每周一、周四

以短信的形式，给经营者发来蔬菜指导

价。

“职能部门服务到位，经营业主诚

信经营，平价蔬菜商店这条路会越走越

好。 ”王先生笑着说。

2010

年， 浉河区春禾蔬菜种植专

业合作社在东双河镇成立。 当年，该合

作社投入资金

300

多万元， 流转土地

600

余亩，以新鲜蔬菜种植、销售为主，

走出了基地

＋

超市

＋

农户的经营销售模

式，年产精品蔬菜

80

万公斤，极大地丰

富了我市市民的“菜篮子”。 如今，该合

作社已成为政府“菜篮子”工程的重要

组成部分。

该合作社理事长汤修明说，当初之

所以有这么大的决心种植蔬菜，一是看

到政府推进“菜篮子”工程的力度大，二

是各级党委政府及职能部门的大力支

持。

“种蔬菜这么多年，农业、农机、物

价、商务等部门都来支持我，给予多方

的帮助，他们实实在在的行动，增加了

我种植蔬菜的坚定信心。 ”汤修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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