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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晚上 8 点 10 分，新开通的“长大线”

高铁 G1211 次从上海虹桥开往长春，停靠沈阳

北站 2分钟。

车上有一对 30 来岁的小两口，从上海打

工回长春老家过年，到沈阳北站时，小伙子坐

久了就想下车活动活动。由于是聋哑人，也没

听到下车前只停靠 2 分钟的列车提示，结果小

伙子没赶上车。站台上的同事发现了他，用纸

笔进行沟通后了解事情经过，然后把情况告诉

了我。我第一时间给 G1211 次的列车长打电

话，请列车长照顾好车上小伙子的爱人，留在

终点站等小伙子。然后找到一趟时间最近的开

往长春的 D23次列车。

时间很紧张了，我赶忙把小伙子送上 D23

次车，又跟该车列车长沟通了小伙子的情况。

这样，小两口只差20分钟就能在长春站汇合了。

小伙子很感动，一再用双手比划着向我们

致谢。

高铁一般停站时间很短。我想提醒旅客，

要注意收听广播提示，注意开车时间。

（本报记者 齐 慧整理）

帮聋哑小两口“团圆”
2014年 1月 24日 晴

沈阳北站值班站长 顾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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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和体验

编者按 春节临近，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进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时段。新发地
市场是北京交易规模最大的专业农产品批发市场，担负着北京90%以上的农产品供应，
2013年的交易总额达510亿元，交易总量达1400万吨。这个“大菜篮子”是否稳定，直接关
系着首都百姓春节能否吃好。

日前，本报记者来到新发地市场蹲点采访，感受这个“大菜篮子”里各种角色的酸甜苦辣。

1 月 18 日早晨，还不到 8 点，从北门进入
市场的路已经开始拥堵。除了进货的大小货
车，这里比平时多了很多私家车，春节就要到
了，大家都赶着备年货。

“市场刚开始扩建马路时，我们心里都有
疑问，用得着修这么宽的路吗？现在看到这么拥堵，感觉路
还是窄了。”说这话的是张月琳，他在新发地周边长大，眼看
着市场一点点发展壮大，现在他成了新发地农产品股份有
限公司的总经理。

清早带着江西来的考察团参观了市场，张月琳抽空回
办公室喝点水。“我们现在是无休状态，最重要的工作是按
照政府的要求，做好农产品储备，确保市场正常运转。过春
节，一定要让老百姓吃好。”

农产品批发市场一头连着农民的菜园子，一头连着千
家万户的菜篮子。“你可以说市场是一个交易平台，但在我
看来，我们身上肩负着保障首都农产品供应稳定的重任。”
张月琳说。

因为扛起了这份责任，新发地市场不断将业务范围向
生产源头延伸。张月琳指着地图，上面清晰地标明了市场
在北京周边和农产品主产区投资建设的 500多万亩基地和
13 家分市场。“建基地的目的是带动周围老百姓种植，确保
农产品稳定向北京输出。分市场有双重作用，一是收购产
地农产品和北京新发地市场对接，二是临时储备，一旦北京
市场遭遇特殊情况，可以用最短时间从分市场调集农产
品。说到底，都是为了更好满足首都市场的需求。”

充足的供应、充分的市场竞争是保持农产品价格平稳、
合理的重要条件。“除了海南的农产品，这段时间蔬菜和水
果的价格还算稳定，从去年全年看，整体价格波动都不算
大。”张月琳每天都要查看价格行情的变化。

1月 19日，中午 12点，室外的温度只有 5
摄氏度。几个纸箱摆成的桌子上摆着 4 盆热
菜，蔬菜批发商鲁德传和他的伙计们站着开
始了午餐。“你要多少？成，尽快发货。”老鲁
边吃边接电话。春节前，是他最忙最累的时
候，20吨一辆的货车，每天至少发出三四趟。

老鲁说，别看量走得多，这几天的生意却在赔钱。“豆角
四块五一斤收的，现在四块五一斤卖出。算上运费、人工
费，至少加一块钱卖我们才不赔。”老鲁家主营海南蔬菜。
由于海南前期受台风影响，蔬菜产量有所下降，但收菜的商
人却不见少，产地的蔬菜价格顺势上涨。运到北京，批发商
间竞争激烈，蔬菜又卖不上价。老鲁明知赔本，也要坚持走
量，“蔬菜卖不出去就会烂，赔得更多。”

“虽说这几天赔钱，但我赚钱的时候也挺多。”老鲁话头
一转，“蔬菜价格涨涨跌跌也很正常，我们要算全年账，平均
下来，我一年能赚上十几万。”

1 月 20 日，下午 5：30，正是该准
备晚饭的时候。位于北京市方庄社区的
新发地连锁便民菜店迎来了一天中的客
流高峰。不到半小时，小店接待了 20

多位顾客。“大年三十你们还营业吗？”“营业，你放
心吧。”店主李彩娜一边麻利地称重收钱，一边和熟
悉的顾客聊天。

从 2008年起，为保障供给稳定，减少流通环节，有
效平抑市场物价，新发地市场开始在北京市区内建立
便民菜店，目前已达 150家。

李彩娜和丈夫是最早入选的一批经营者。在
20 多平方米的小店里，一侧的货架分 3 层，蔬菜足
有五六十种，另一侧还有 10 余种水果。“我们每天打
电话向新发地市场订货，我爱人第二天早上 3：30 和
下午 4：30 开车到新发地取。”李彩娜说，春节快到
了，蔬菜和水果销得快，每天要比平时多拿 1000 元
钱左右的货。

周围居民对便民菜店很认可。“小店离家近，货很
全，不用担心缺斤短两，缺什么随时来买。最重要的

是，价格很公道。”社区居民李惠云说。同样是一斤尖
椒，李彩娜的便民菜店明码标价是 4.8元，相隔 30米的
另一家小店卖 5.5 元，社区里一家大型超市的售价则
为 6.9 元。相较之下，新发地连锁便民菜店的价格优
势显而易见。

李彩娜道出了低价背后的秘密。一是政府免除了
便民菜店的房租，二是新发地市场对他们有优惠，但条
件是向老百姓零售应季常规蔬菜不加价，其他蔬菜限
定加价。“这样一来，我们也有赚头，虽然不多，但收入
算稳定，比给别人打工强。”李彩娜说。

张月琳介绍，为解决用地紧张的问题，让便民
菜店适应更多社区，新发地市场从 2012 年开始尝
试便民蔬菜直通车服务，用箱式货车定时定点进社
区销售，去年这项业务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深受
欢迎。

春节前的新发地市场，繁忙程度超乎想象。市场

管理者、批发商、零售商⋯⋯每个人都在加速运转。

看着眼前的火热场面，我的脑子里突然钻出了一

点设想。假如没有新发地市场行不行？假如没有张月

琳、鲁德传、李彩娜们行不行？

答案肯定是不行。由经纪人、经销大户在田间地

头收购鲜活农产品，经批发市场中转，再经零售商贩

卖，鲜活农产品最终进入千家万户的厨房。目前这种

形式依旧是我国鲜活农产品流通的主流，约占 80%的

市场比重。

虽然和张月琳、鲁德传、李彩娜接触的时间不长，

但对他们的辛苦已有几分了解。鲜活农产品流通领域

的市场化程度很高，竞争很激烈，每一斤的利润甚至以

分计，同时水果蔬菜易腐烂的特性，又增加了市场风

险。张月琳、鲁德传、李彩娜的辛苦固然是为了自己的

小家庭，但又何尝不是为首都人民吃上新鲜农产品贡

献了一份力量。

既然我们现在离不开新发地，不妨多想想如何让

市场和它背后的流通链条运转得更顺畅。比如，支持

大中城市改造批发市场，加强基础设施升级；鼓励农

贸市场与农产品生产、流通企业和生产基地实行“场

厂挂钩”、“场地挂钩”；支持建立覆盖主产区和全国

主要批发市场的农产品产销信息服务平台；在城市改

造过程中，加大投入、合理布局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菜

店、菜市场等。

毕竟“新发地”发展得更好了，千万农民才能收入

更多，普通家庭才会吃得更好，在流通链条上辛苦忙碌

的人才可能得到更多回报。

“我们进入无休状态”
张月琳

新发地农产品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

“一年能赚十几万”
鲁德传

新发地蔬菜批发商

便 民 菜 店 受 欢 迎
李彩娜

新发地连锁便民菜店店主

让 流 通 链 条 运 转 更 顺 畅
张 雪

新发地市场是首都农产品价格的“晴雨
表”。上午 11:00，市场统计部门工作人员朱
永景刚刚向商户采集完价格信息。“洋白菜，
每斤最低价 0.28 元，平均价 0.69 元；韭菜，每
斤最低价 1.7 元，平均价 2.1 元⋯⋯”采集数

据、录入电脑、校对核实、网上发布，这些日日重复的工作，
为买卖双方传递着市场变化的信息，也为国家宏观经济部
门调控市场提供着重要依据。

“春节期间，新发地市场将免除商户的进场费，降低交
易成本，吸引商户正常营业。一定要让北京的老百姓吃得
丰富、吃得便宜！”张月琳说。

下午 1 点半，匆匆吃过午饭，张月琳还要到市场检查工
作。而此时市场里的车堵得更厉害了。

下午 3 点，一车菜发出了大半，老鲁才有
空坐下休息一会。在蔬菜贸易行业闯荡 20
多年，他笑称这活儿“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但
你不干有人干”。“我们一年到头起早贪黑，辛
苦是外人体会不了的。现在干这行门槛低，

竞争特别激烈，一斤菜赚 5分钱就算不少。”
随着运费、人工等成本的上涨，这一行的压力在增加。

老鲁总结自己的经验，一是要有稳定的货源。他已经在海
南投资建了生产基地和储存的冷库，保障不断货；二是要有
稳定的销路。凭借多年的信誉和口碑，他建立了相对固定
的销售网络。做到这两点，生意成规模，才能对抗市场的挑
战和风险。

在新发地市场，像鲁德传这样相对固定的商户有几千
家，新发地见证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为了自己身后的小家
庭，他们终日奔忙，而对首都千万家庭的正常生活来说，这
奔忙何尝不是一种辛苦付出和奉献。

晚上 6：30，寻常百姓家的饭菜已
经 上 桌 ，李 彩 娜 的 忙 碌 刚 告 一 段 落 ，

“我们的店会一直开到晚上 9 点半，总
有回来晚的人需要买菜做饭吧。”

图①、图②：新发地市场里蔬菜商

们正在整理货物。

图③：顾客在新发地连锁便民菜

店里选购蔬菜。

本报记者 张 雪摄

本报讯 记者冯其予报道：春运前夕，成都铁路局
下属西南国际旅行总社与遍布成都大街小巷的红旗连
锁超市协作，火车票代售点或自动售（取）票机进驻 11
家红旗超市。

据了解，这些代售点的功能与全国各地火车站售
票窗口完全一致，同系统同步售（取）火车票。进入 1
月份以来，11 个进驻红旗超市的火车票代售点或自动
售（取）票机共计售（取）票 2万多张。

成都火车票代售点进超市

今年春运期间，昆明铁路局广通车务段在大理、丽

江站新开英语、白族语、纳西语、普通话等多语种服务，

让八方旅客在大理、丽江站感受“金花”宾至如归般的

温馨服务。图为大理站“金花”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开展

英语、白族语学习交流。 曾志林摄

昆明铁路局的多语种服务

本报北京 1 月 24 日讯 记者齐慧报道：日前，铁
路将进入节前春运旅客出行高峰，全国铁路计划加开
临客列车 655列，预计发送旅客 650万人次。

据了解，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车站推出重点旅客
12306 预约服务便民措施，持有铁路有效车票且行动
不便的老人、病人和靠辅助器具才能行动的人员等
重点旅客，可提前拨打 12306 铁路客服电话进行预
约，铁路部门将提供优先进站、便利出站，以及轮椅、
担架等服务。

节前春运客流高峰将至

本报讯 记者陈力报道：围绕旅客购票、进站、乘
车、下车等环节，呼和浩特铁路局出台了 20 条服务措
施，全流程优化客运组织和服务管理，最大限度地为旅
客出行提供便利。

在安全出行方面，强化运输设备检查监测和维修
整治，强化现场作业控制，加强客流密集处所秩序维
护，把危险品堵在站外车下。在温馨出行方面，推广主
动服务和个性化服务，在客流集中的车站搭建临时候
车棚等，保证具备防雪、防寒等服务条件。

呼和浩特 20 条措施方便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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