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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

作为一种订单配送的新型买菜方式，有机蔬

菜配送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受到不少市民

欢迎，特别是工作忙碌的上班族。然而，从现实

发展情况看，这个新兴的行业还存在诸多难题。

事实上，人们选择有机蔬菜配送主要看重

的就是品质和服务两方面。品质，就是人们对

食品安全的期盼，这就要求配送公司不仅要有

优质的有机蔬菜基地、稳定安全的合作基地，更

要有良好的保鲜措施和完善的物流保障。服

务，就是为消费者节省选购蔬菜的时间，享受

“送菜上门”的便捷。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有限的有机蔬菜基地

难以满足日益壮大的需求群体，这就导致有些

配送公司把一般蔬菜当有机蔬菜配送的“滥竽

充数”现象发生。同时，由于配送量大，物流效

率低下，有时会出现“流通环节减少了，配送时

间未必缩减”的尴尬。

同时，配送公司的收费模式略显单一，对消

费者来说存在一定风险。目前，大部分蔬菜配送

公司采取的是一种信用消费，办理一年或一季的

预付卡，这是在没有接受服务的前提下先交费。

而我国法规对预付卡的身份、主要监管部门不是

很明确,在实际消费中往往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

问题，消费卡或消费金的退还就是问题之一。

对消费者而言，办卡消费虽然优惠方便，但

这将使消费者成为最大、甚至惟一的风险承担

者，配送公司在收费模式上应多样化。一方面，

配送公司在推出年、季预付卡收费的同时，应按

照消费者不同需求，推出短期预付卡，灵活收

费；另一方面，消费者在办理预付卡时，不要过

多看重优惠度，应在认真考察配送公司资质的

基础上，尽量选择短期预付卡。

总的来说，有机蔬菜配送是农产品电子商

务减少流通环节的新尝试，还没有统一的行业

标准，企业服务水平参差不齐，要持续发展，还

得迎难而上。首先应准确定位，尤其是定位服

务人群，那些追求生活品质的高端消费人群、工

作繁忙没有时间去菜市场买菜的都市白领，是

重点培育服务的客户群；其次就是定位服务区

域，在有机蔬菜基地供应量、物流效率等有所保

障的前提下发展配送区域，量力而行；还有就是

提升菜品质量，打造自己的品牌，完善服务，在有

条件的社区设立蔬菜提取点，

方便不在家的消费者能随时

提取所定的新鲜菜品，从而赢

得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为有

机蔬菜配送业可持续发展打

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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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决定差距

在山东寿光蔬菜种业集团蔬菜育种基地 8
号番茄智能温室大棚内，放着舒缓的音乐，寿
光蔬菜控股集团研发中心高级农艺师国家进告
诉记者，这是为了促进蔬菜生长。这套温室设
备是从荷兰进口的，可以自动采集温度、湿度
等数据，发送到农户手机上，实现了温室大棚
的智能化管控。这些番茄植株可以长到 6 米，
一年持续不断地坐果，大大提高了番茄产量；
为了保持番茄的质量，引进荷兰雄蜂进行授
粉，这样不仅不会出现空心果，番茄的果形
好，口感好，又可以大幅度降低劳动强度。

现在国内蔬菜种业越来越强大，国产蔬
菜种子与洋种子的差距越来越小。国产蔬菜
育种水平、科学管控水平、产量及产品质量
有 了 大 幅 度 提 高 。 在 辣 椒 棚 内 ，“ 中 寿 12
号”等辣椒品种长势喜人。“一棵 3 米多高的
中 寿 12 号 能 长 出 73 个 大 尖 椒 ， 结 果 近 15
斤。”国家进告诉记者，从目前的市场反应
看，达到甚至超过了预期效果，市场占有率
实现了连年翻番。

国家进告诉记者，这次集中展出的 1500
多个国产蔬菜新品种，价格远远低于同类型进
口种子，而且在丰产性、抗病性、抗低温及抗弱

光等方面也取得了突破，相较以前的国产种
子，产量提高了 30%以上。同时，农民的种植成
本降低了，产量提高了，农民赚钱也多了，市场
前景十分看好。

但是，国产蔬菜种子与国外种子的差距仍
然存在。在寿光蔬菜种业集团蔬菜育种基地每
个展示大棚内，国产品种都有国外品种做比
照，一眼看去，同一大棚内的国产品种与国外
品种没有什么差别。但是育种专家告诉记者，
国产种子与国外种子的差距存在于细节之中。

在茄子品种展示大棚内，种有 28 个国产
品种，2 个国外品种做比照。为了直观地描述
国产种子与国外种子的差距，寿光蔬菜控股集
团育种专家陈福东特意摘下了两个茄子，一个
是荷兰瑞克斯旺布利塔，一个是济南茄果中心
培育的川野长丰。他告诉记者，荷兰瑞克斯旺
布利塔的根是绿色，全身颜色一致；耐低温，耐
弱光，连续坐果能力强；皮厚，耐运输。川野长
丰的根为紫色，上下颜色不一致，但是肉质软，
口感好。只有通过比照，才能找到国产种子的
差距在哪里，不断提高品质。

品质是选种关键

国产蔬菜种子与国外蔬菜种子的差距还体
现在价格上。在寿光，蔬菜种子论粒卖，国内好

的蔬菜品种一般 1 粒 0.1 元钱,有的 0.3 至 0.4
元钱；国外蔬菜种子价格很高，一般 1 粒 1 元
钱,有的甚至达到 10 元钱，价格贵比黄金。价格
优势是国产种子在市场竞争中的制胜法宝。

农民关心蔬菜种子的价格，更关心蔬菜
种子的质量。一粒坏种子可能让农民一年的
心血白流，农民为了降低生产经营风险，宁
可花高价购买国外种子。这也是国外种子虽
然价钱高但畅销的重要原因。辽宁锦州种子
经销商乔超告诉记者，他代理国内外种子，国
外种子更好卖。

蔬菜育种，品质为本。据中国种子公司估
计，目前我国蔬菜种业用种量约 7000 万至 1 亿
公斤，市场潜力很大。随着蔬菜育种技术不断
提高，国产蔬菜种子的质量也有了大幅度提高，
有些蔬菜如黄瓜更形成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
但是，国产蔬菜种子的质量与国外相比还存在
一定差距。我国著名蔬菜遗传育种专家、中国
工程院院士方智远认为，要提高国产蔬菜种子
品质，就需要尽快调整育种目标，培育出一批突
破性新品种。

本土是最大优势

安徽省砀山县日月种苗研究所所长文立
亮是第一次来寿光参加蔬菜博览会，他们研

发的辣椒品种有 30 多个，在全国各地都有销
售。他的摊位设在一个相对僻静的角落，来
参观的人很少。“寿光农民比较接受国外品
种，我们是抱着试水的心态来的，因为国内
的市场很大。”文立亮说。

近年来，国外蔬菜种子在国内所占市场份
额越来越大，占到山东寿光高端蔬菜种子市场
的 80%。但是从全国蔬菜种子市场来看，还
是以国产蔬菜品种占主导地位。

“实际上，本土优势就是国产蔬菜种子的
最大竞争优势。国内蔬菜种子更适应国内的土
壤、气候。”上海乾德种业有限公司营销经理丁
连永说，他们公司自己研发的蔬菜品种就有十
七八个，在国内市场卖得非常好，品质好，产量
高，还具有价格优势，1 粒种子能卖到 0.3 至
0.4 元钱。

虽然近年来国产蔬菜种业发展很快，但
是国外品种也没有停下脚步。在国际市场竞
争中，要加快赶超的步伐，更要突出自己的竞
争优势。“国外蔬菜种子公司具有种质资源优
势、育种优势和营 销 优 势 ，许 多 蔬 菜 品 种 能
起到引领市场的作用。国产蔬菜种子公司应
该沉着应对挑战，同时消化吸收他们的先进技
术和优良的种质资源为我所用，抓住他们的优
势，发挥自己的优势，做大做强国产种业。”
方智远说。

据中国种子公司估计，目前我国蔬菜种业用种量约 7000 万至 1 亿公斤，市场潜力很大。但是国产蔬菜

种子价格与国外蔬菜种子价格相差近 10 倍——

我 们 的 差 距 在 哪 里
本报记者 刘 慧

山东青州——

有机农业富百姓
本报记者 李 力 通讯员 王新杰

为了山村孩子的明天为了山村孩子的明天

种着有机菜，放起黑山猪，散养大公鸡
⋯⋯这是近日记者到山东青州采访时看到的
景象。青州依托良好的环境优势,以发展有
机农业引领产业结构调整,做到有机农业分
区域特色发展,有效带动了土地增产、农民
增收。2012 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18万元。

在青州市省级生态示范村——乖场村，
有一座新建的生态示范园。2010 年以前，
这里还是一片零零散散的小块农田，农民
靠天吃饭，分户种植粮食。而现在，通过
土地流转这里已经变成拥有 320亩土地，62
个拱棚、6 个高温大棚的标准化有机农业示
范园。

示范园负责人姜立新介绍，这里的蔬
菜“吃”的是富含有机质的麻糁和沼渣,

“喝”的是 280 米的深井水,“住”的是防虫
保温的“蚊帐”，还有专职的农技人员“伺
候”。因为有机蔬菜在生产过程中不使用农
药，示范园内还专门构筑起了由杀虫灯、缓
冲带、防虫网、防虫黄板组成的四道防线，
用物理方式防治害虫的侵袭。享受如此待遇
的有机蔬菜价格不菲,刚刚收获上市的韭菜
可以卖到 58 元一斤。据统计，整个青州获
得绿色食品、有机产品认证的品牌已经达到
250 个，基地面积近 4 万亩，其中绿色食品
品牌 87 个，有机食品品牌 163 个。有机农
业成为促进青州农业产业化、引领农民致富
增收的新潮流。

青州市东股村大山谷与仰天山国家森林
公园毗邻，四面环山，植被茂密。随着有机
农业的不断发展，这里优越的自然环境开始
日渐显现，曾经一度无人问津的“穷沟沟”
一下子成了遍地生金的“聚宝盆”。

2008年，青州市农业龙头企业——一正
有机农牧开发有限公司来到这片“世外桃
源”安营扎寨。通过土地流转方式,该公司在
东股村所在大山谷承包了 2800 亩可耕土地
和一万五千亩荒山，经过整理改良建起了有
机农业生产基地，并对基地环境和 10 余种
农牧产品进行了有机认证。结合山区地形特
点,公司对整座荒山进行了总体规划:山脚种
杂粮,山沟搞畜养,坡上种香椿,山顶种松
树。总经理李永军说，基地以山林放牧的形
式散养黑山猪、柴鸡,杂粮收获后产生的作
物秸秆则全部进入有机养殖环节，形成了良
好的生态循环。

东股村发展有机农业的成功经验，在青
州南部山区迅速推广开来。目前，青州南部
山区有机农业种养基地已发展到 5 万余亩，
涉及自然村 80 多个，发展有机农业成了带
动山区百姓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绿色、无公害、有机农产品的规模化生
产,还促使一批集种植、养殖、生产、加
工、储存、销售于一体的农产品深加工企业
应运而生。目前,青州市级农业龙头企业已
达到 300 余家,这些企业拉长了绿色无公害
农业生产链条,对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增加农
民收入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本报讯 记者张允强、通讯员杨拥

军 王鹏报道：在国家惠农政策的推动
下，辽宁省丹东市的种粮大户数量连续
两年呈现大幅增长：2012 年，种植规模
500 亩以上的有 110 户，比 2011 年增加
84 户 ，其 中 种 植 规 模 1000 亩 的 有 37
户，还出现了 2 个超过 3000 亩的“超级
大户”。今年春天，种粮千亩以上的大户
数量比去年再次翻了一番。

山 多 地 少 的 丹 东 ，人 均 耕 地 只 有 2
亩 ，远 低 于 全 国 和 辽 宁 省 平 均 水 平 ，上
世纪 90 年代种植百亩耕地的就已经是
种 粮 大 户 。 近 年 来 当 地 农 村 劳 动 力 减
少 老 化 ，农 业 机 械 化 水 平 迅 速 提 高 ，农
田 加 速 向 种 植 大 户 集 中 。 东 港 市 北 井
子 镇 种 粮 大 户 刘 义 春 前 年 种 了 100 亩
地 ，赚 了 6 万 多 元 。 去 年 老 刘 种 了 650
亩，总收入 18 万元，是前年的 3 倍。今
年老刘雄心勃勃地租下 900 多亩土地，
准备大干一番。

“粮 食 直 补 ，农 机补贴，国家对农民
种地的政策越来越好。”4 年来，同样在
东港市北井子镇，小岗村农民王崇宽虽
然种植面积目前未达千亩，但种粮面积
也 是 一 年 一 翻 ，从 40 亩 到 100 亩 再 到
300 亩，去年达到 763 亩。今年以来他一
直四处联系租地的农户，种植面积将超
1000 亩。

近年来，在国家农机补贴政策的激励
下，丹东农业机械保有量逐年增加，这也
是种粮大户不断增加的原因。东港市十
字街镇棋盘村农民马春龙这几年累计投
入 200 多万元购买农机，其中国家补贴
就有 70 多万元，先后购置了 7 台高速插
秧 机 、2 台 大 型 联 合 收 割 机 和 1 台 旋 耕
机 ，他 的 3000 多 亩 水 田 从 春 种 到 秋 收
实现了全程机械化。

从 国 家 到 省 、市 ，各 级 政 府 对 种 粮
大 户 的 重 视 程 度 和 奖 励 额 度 逐 年 提
高。种粮大户姚成海获得农业部“全国
种 粮 售 粮 大 户 ”称 号 ，奖 品 是 一 台 价 值
20 万元的拖拉机。孙志刚等 6 人获“全
省 种 粮 售 粮 大 户 ”称 号 ，各 获 奖 励 一 台
价值 10 万元的拖拉机。丹东市政府购
置了 50 台农机具，奖励给种植业、设施
农 业 等 领 域 作 出 突 出 贡 献 的 专 业 大
户。据了解，今春丹东地区水田农机作
业面积占总面积的 88%，基本实现全程
机械化。

辽宁丹东——

种 粮 大 户

挑 大 梁

清晨，朗朗的读书声从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虹梯关

乡槐树坪村小学教室传出，一位身材矮小的驼背老师拿

着课本带领学生朗读课文，在他身后的墙壁上，“振兴中

华、立志成才”八个大字苍劲有力。

这位年过半百的驼背老师叫杨怀拴。他1984年来到这

所地处深山、条件艰苦的学校，近30年来，从未想过放弃。

1988 年，杨怀拴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之后又错过

了最佳治疗时期，成为驼背人。驼背后的杨怀拴站不稳

坐不住，给学生上课够不着黑板，村里的泥瓦匠特意给杨

怀拴的讲台加了两块砖的高度。

目前，槐树坪村小学有一二三年级 30 多名学生，杨

怀拴依然坚守着那一块三尺见方的讲台，负责 6 个孩子

的教学。杨怀拴说：“只要孩子们能学到知识走出大山，

我就满足了。”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知道农村学生读书的苦。我就是

要把学校建好，让农村孩子有跟城里孩子一样的读书条件。”

吉林省集安市青石镇学校校长王传进说。杨怀拴老师 1984

年来到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虹梯关乡槐树坪村小学，学校地

处深山、条件艰苦。他的坚守，让山里娃有了学习的机会。










1978 年，从通化师院毕业的王传

进放弃留在城里教书的机会，回到家乡

吉林省集安市青石镇成为一名最基层

的农村教师，从教师到校长，35 年未曾

离开。

缺桌椅，王传进就挨家借木头自己

做；教室漏雨，他就带着老师用塑料布

补漏；谁家困难，他就自掏腰包为学生

交学费。学校资金短缺，王传进硬是从

自己工资和学校办公经费中挤出一部

分，用于科技、文体活动的开展。现在，

青石镇学校有了自己的科技展览室，学

生还可进行野外实践。

2009 年 ，经 过 王 传 进 多 方 筹 措 ，

学校得到著名台商王永庆企业和其

明德教育项目的资助，斥资 380 万元

重 建 校 舍 ，成 为 全 市 条 件 最 好 的 乡

镇 学 校 ，并 在 小 学 一 年 级 就 开 设 英

语课程。

55 岁的王传进说：“学校的宿舍和

食堂还没有完全建好，希望退休前这个

愿望能够实现。”

王传进：扎根农村学校35年

5月 9日，王传进在长跑比赛中为学生们加油。 新华社记者 张 楠摄

杨怀拴：给山里娃学习的机会杨怀拴：给山里娃学习的机会

5月 14日，杨怀拴和学生们在操场上聊天。 新华社记者 詹 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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