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延伸工作职能
蔬菜直送一举多得

2月26日清晨，位于高青县
常家镇的大棚蔬菜产区一片繁
忙景象。

“蔬菜直供服务队”将打包
好的1637份蔬菜分装至3辆运输
车，分别送往2个管区共73个自
然村约8000余户家庭。这些蔬
菜全部是由常家镇党委政府协
调各自然村统一采购，每2-3天
运送一次，车辆运输前后都会集
中进行消毒。

这一天的蔬菜品种依然十
分丰富，包含了西葫芦、西红柿、
藕、黄瓜等，价格也均低于市场
销售价。“疫情发生后，我们村设
立了劝返点，安排专人值守，提
倡村民不要外出，集市也停了。
一段时间过后，很多村民反映家
中储存的蔬菜已吃完，外出买菜
成了难题。”

常家镇常兴村党支部书记
李建伦告诉记者，为保障辖区村
民的蔬菜供应，常家镇党委政府
成立了“蔬菜直供服务队”，政府

送菜上门，蔬菜安全实惠。
常家镇党委书记宋震告诉

记者，疫情发生后，常家镇作为
高青县的重要蔬菜产区，起初也
面临着蔬菜销售难的问题。在
打通了对外运销环节后，针对辖
区百姓的实际需求，成立了“蔬
菜直供服务队”。

“由政府负责直送，不仅在
采购和运输过程中方便防疫，也
让百姓更放心。‘蔬菜直供服务
队’既消化了产区蔬菜存量，又
解决了当地蔬菜供应问题，还避
免了疫情期间人群集聚，可谓一
举多得。”宋震说。

不仅仅是常家镇，在高青县
的其他蔬菜产区，各产区也依据
自身特点蹚出了在疫情期间保
障蔬菜销售的新路子。

青城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主任于宗全告诉记者，青城镇
2020年早春蔬菜播种面积4600
亩，品种以黄瓜、西红柿、菠菜、
芹菜、西葫芦为主，目前均已上
市。疫情期间，在做好防控工作
的同时，青城镇根据蔬菜的生产
情况，因地制宜对农产品收购点

进行了重新布局，保障了早春蔬
菜的交易顺畅。

而作为高青大棚蔬菜种植
的大镇，花沟镇也在第一时间收
集汇总了辖区范围内的蔬菜收
购商和相关人员的信息，建立了
蔬菜运输管理工作群。花沟镇
党委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疫情
期间，日均进出花沟镇的蔬菜运
输车辆30余辆次，日均外运蔬菜
200余吨，菜农收益得到了有效
保障。

详细备案关联单位
菜农对话采购终端

2月27日，周村区南郊镇姜
家村。如往常一样，姜家苦菊专
业种植合作社负责人石志强将
分装好的蔬菜打包装车，准备直
接运往终端企业员工的手中。
而在此之前，他们之间并无
交集。

“多亏了镇党委政府的积极
协调，如果不是他们帮忙搭桥，
像这种‘叶子菜’存在手中一天
就全烂了。”石志强告诉记者，约

10天前，合作社的油菜、苦菊、生
菜进入集中收获阶段，受疫情影
响，库存量一度达到万余斤。遇
此情况，他第一时间与南郊镇农
委取得联系并寻求帮助。

“收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
间与备案的关联单位取得了联
系，随后得到了包括齐鲁华信实
业有限公司在内的多家企业的
支持，很快便促成了首批2000斤
蔬菜的统一收购配送。”

南郊镇农委工作人员刘赏
告诉记者，依托对菜农和关联单
位的信息化管理，南郊镇农委、
经委帮助菜农将蔬菜供需的道
路越拓越宽。菜农与采购终端
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既解决了
当地蔬菜的销售问题，又减少了
中间环节层层加价，让菜农和消
费者都受益。

“在南郊镇所辖的蔬菜产
区，还有一些较为稀有的蔬菜品
种，如商家村的冰草、红菠菜、山
芹苗等。疫情期间，针对这类稀
有菜品的销售，镇党委政府也在
积极帮助菜农想办法。”刘赏告
诉记者，对此，由南郊镇党委政
府出面，联系第三方机构对稀有
蔬菜进行宣传推广，并借助第三
方机构发动爱心企业参与购买，
帮助菜农解决稀有蔬菜存量大
的问题。目前，南郊镇每天可外
销蔬菜万余斤，基本解决了蔬菜
的销售问题。

调查中记者发现，不论是沂
源苹果在物流复运后的迅速出
库，还是高青蔬菜产区依托采集
收购信息延伸政府职能，抑或是
周村南郊镇利用官方渠道对话
采购终端，疫情之下，淄博多数
果蔬产区均受到影响，却也因此
实现了与终端市场的有效衔接。

记者梳理发现，这不仅与产
业多年积累的客户信息资源和
良好口碑有关，还与产区主管单
位针对菜农和关联单位搭建的
信息化管理体系有关，更与当地
政府心系菜农、延伸政府职能的
主动作为有关。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现代化
农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前沿的种
植技术，更需要完整的信息化管
理体系。在各大果蔬主产区之
外，有零散种植户仍面临红薯、草
莓等果蔬销售不畅的问题，如何
帮助更多果农、菜农解决销售问
题，以上“他山之石”或可借鉴。

疫情改变买菜场景 从田间地头直达市民餐桌

信息化管理一键破解果蔬销售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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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备的客户信息资源
助存量苹果快速出库

2月25日，沂源县中庄镇高
厂村。

果农张启胜在点完最后一
箱苹果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疫情期间，2万余斤苹果能在一
天内全部卖完，这是他此前没
有想到的。“过去的一个月，可
把人愁坏了，天天都在看新闻，
就盼着物流能够快点复运。”

55岁的张启胜种了200多棵
果树，2019年是沂源苹果的高产
年，他的苹果产量也因此达到了
2万斤。本想利用春节将苹果卖
个好价钱，却遇到了新冠肺炎疫
情。“春节前，在未受疫情影响
时，当地苹果最高可以卖到每斤
3块钱，春节过后，因物流停运，
冷库中的苹果运不出去了。”

张启胜告诉记者，近日，听
闻当地已对外地物流车辆“放
行”，他便通过冷库第一时间联
系上了外地客商，将自己手中
的苹果全部售出，目前，苹果的
市场收购价约为2.3元/斤。

当天上午，在张启胜存放
苹果的浩源果品有限公司冷
库，外地客商孙昭对沂源当地
采取的物流保障措施，竖起了
大拇指。

“不仅在道路通行上一路
绿灯，防疫工作也做得十分精
细，这是来淄博之前我没有想
到的。”孙昭介绍说，2月10日前
后，他便通过沂源的中间商开
始调配苹果，因为是合作了多
年的老客户，因此很多事情通
过电话就可以落实。

“当时虽然人和车都过不
来，但收购的苹果已完成了打
包装箱，存放在冷库中，等待物
流复运后出货。”孙昭说。

3月11日上午，沂源县中庄镇
林果站站长宋以峰告诉记者，作
为沂源苹果的主产区，中庄镇
2019年的苹果产量达到7.5万吨，
苹果库储存量7万吨。物流复运
后，截至目前，已销售苹果约1.5
万吨，实现发货约1.3万吨。

中庄镇经济社会发展办公
室副主任唐传志还告诉记者，
为保障果农利益、加快疫情期
间的苹果销售，中庄镇党委政
府先后制定了《冷库复工防疫
告知书》《冷库外销苹果运输车
辆管理办法》等一系列防控制
度和措施，确保当地苹果的快
速安全销售。

“中庄苹果的快速出库，得
益于当地苹果产业多年来积累
的客户信息资源和良好口碑，
果农与客商之间长久以来形成
的信任，使存量苹果运销变得
更加通畅。”唐传志说。

2月25日，沂源县中庄镇浩源果品有限公司冷库正在装箱出库的苹果。

2月26日，高青县大棚蔬菜产区收获的西
红柿正在装箱。

2月27日，周村区南郊镇，志愿者帮菜农将
蔬菜统一打包，配送给多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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