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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凌晨四五点钟，黎明前夜色中的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在寒风中醒
来。四面八方的买卖人等不及天亮，伴着
点点灯光，用各种方言打招呼、问价钱，工
人不停地卸货、装车，一单单生意就这样达
成了。每逢春节临近，新发地市场都要比
平时忙碌几倍。

从 1988 年全年交易量不足 1 万吨，到
2014 年交易量攀升到 1450 万吨，如今的
新发地市场已是北京交易规模最大的专业
农产品批发市场，承担着北京市 80%的蔬
菜和 90%的水果供应。对于京城百姓而
言，实现从“有啥吃啥”到“吃啥有啥”的转
变，新发地市场功不可没。

“在新发地忙碌，挺值的”

不到 6 点，大大小小的货车已经在新
发地市场的主干道上汇成车流，它们赶着
把新鲜的蔬菜、水果输送到这座城市的四
面八方。新发地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月琳的车也夹在其中。这天，在距离
市场 20 公里外，又有一家新发地菜篮子直
营店开业，他要过去看看，“现在是最忙的
时候，上班有点儿，下班没准儿，我们都习
惯了。”

新发地是张月琳的家，生于斯、长于
斯，他眼看着市场从铁丝网围起的 15 亩
地，扩大到今天 1800 亩的规模，自己的
身份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管理者，生活与
工作都和这片土地分不开了。

张月琳说，他现在最大的心思就是保
障新发地市场平稳运转。因为，北京市场
的平稳运转离不开新发地市场的平稳运
转，“特别是春节期间，保障北京的蔬菜、水
果供应，是新发地市场的重要任务。”

算下来，每天平均有 3 万多吨新鲜蔬
菜、水果从新发地市场流向各个二级批发
市场，再经过超市、菜市场，最终端上千
家万户的餐桌。“就算碰到极端天气等特
殊 情 况 ， 也 要 让 老 百 姓 吃 得 上 、 吃 得
好。”张月琳说，这个责任太重了，“不
过，这挺值的。”

为了保证供应，从 2009 年开始，立足
京城的新发地市场加快了向外走的脚步，
目前已经在内蒙古、上海、山西等地建立了
13 家分市场和几百万亩基地。张月琳说，
新发地市场最远“走”到了海南，春节期间
的很多新鲜蔬菜、水果就要靠海南分市场
供应。虽然从全年看，海南的蔬菜销量只
占新发地市场的 5%，但是在短时间内能占
到 50%的比例。

今年，新发地市场将建成一座国内自
动化程度最高、物流设备规模最大、功能最
齐全的第三方物流冷库。12 万吨的规模
能在北京遭遇极端天气时保障农产品 7 天
供应不中断，并能有效调节因供需变化造
成的价格波动。

从 2010 年起，新发地市场开始进军
电子商务。对于电子交易中心办公室主任
徐洋来说，节前的加班已是常态。一方
面 ， 要 维 护 B2B 平 台 ， 为 产 地 的 合 作
社、大户与新发地的批发商提供供求信
息，让双方顺畅对接，避免市场行情出现
大的波动；另一方面，依靠知名电商平
台，主攻 B2C 业务。徐洋说，“虽然目前
线上交易远不及线下交易的规模，但成长
速度让我们惊喜。”

张月琳相信，未来的新发地线下、
线上市场将互为补充，更好地服务京城
百姓。

“请你记住我的品牌”

临近中午 1 点，天气暖和起来，刚刚忙
完上午的交易高峰，苏俊抓空赶紧坐下扒
拉几口饭，“你要早来一会儿，我连说两分
钟闲话的时间都没有。”

苏俊是新发地市场数以万计的小型批
发商中的一员，之所以引起记者的注意，是
因为她的年纪和性别。“像我这么大，干这
行的姑娘，全市场也没几个吧。”不到 23 岁
的苏俊，扎根新发地市场已经 6 年。她说
话干脆、动作麻利，“我以前也很温和，这几
年被逼成说一不二的急性子。”

苏俊说，菜老板的工作不适合姑娘
干。“太辛苦，我每天早上 4 点起床，干到晚
上 6 点，几乎全年无休。”之所以坚持着，是
因为目前靠辛苦还能赚到钱。“一斤菜就赚
几分钱、几毛钱，主要靠走量，这几年我们
积累了固定的客户，每天能卖出一两万斤
菜。”算下来，一年能有四五十万元的收入，

“我多拼点，就是给父母多攒点养老钱。”这
让她在有的同龄人还找不到生活方向的时
候，已经闷头走出了一条路。

苏俊感觉，这两年生意没有从前好做
了。“这行门槛太低，竞争太激烈，收菜贵，
卖不上价，留给我们的利润空间越来越
小。”去年，苏俊和哥哥注册了一家蔬菜商
贸公司，想把生意做得更大，但对于公司的
发展方向，苏俊还没把准脉，“边干边看
吧。”

安徽人徐柱是 2001 年来到新发地市
场的。那时的他，有着和苏俊相似的年
龄，相似的迷茫。“一天从早忙到晚，也就
赚百八十块钱。”有时，辛苦还赔钱。“有一
年，春节前的一车猕猴桃刚赚了两万二，
春节后的一车货就出了问题，转眼又赔进
去两万四。”遭遇挫折的徐柱甚至有了转

行的打算。
“还好，我这人有不服输的性格，顶住

压力坚持了下来。”如今的徐柱，已经是新
发地市场赫赫有名的“猕猴桃大王”，去年，
仅猕猴桃一个品类的销售额就达到了 1 亿
元。

总结自己成功的经验，徐柱说，有两点
很重要：一是要有高质的货源。这些年，他
在陕西、四川、贵州等地固定收购优质猕猴
桃，“达不到标准的不收”。4 年前，公司流
转了 2000 亩地，自己种植猕猴桃，从源头
上控制质量。二是要有稳定的销路。靠品
质打开市场，用时间积累信誉和口碑，建立
起强大的销售网络。

徐柱说，他做事喜欢先行一步。五年
前，他就有了品牌意识。好的产品要有好
的品牌，才会被市场记住。品牌做强了，公
司才会更强。“下次你来，能记住我的品牌
不？”他呵呵一笑。

“把新发地搬到家门口”

张月琳一清早赶去看的店是第三家新
发地菜篮子直营旗舰店。60 多平方米的
铺面里，既有老百姓的当家菜，又有进口水
果，品种超过 100 个。为了赶在春节前开
业，老板韩建伟一家忙活了 20 多天。头天
晚上，韩建伟一宿没睡，凌晨 5 点又去新发
地市场多选了几个品种。

韩建伟的店里有这样一句话，“把新
发地市场搬到您家门口”。为了这句话，
新发地市场从 2008 年开始在北京市区内
布局便民菜店，以减少流通环节，平抑市
场价格，方便市民买菜。张月琳说，今年
主推的菜篮子直营旗舰店是便民菜店的
升级版，“面积、品种、服务、管理都要上一
个档次。旗舰店里设有监控，从新发地市
场就可以看到店里销售和供货情况。”

营业第一天，韩建伟的生意特别好，店
里挤满了附近的居民。选了两大包菜的赵
德云老人说，“原来买菜要到一公里外的超
市。这里不仅近，而且菜新鲜、便宜。一斤
西红柿和外面差一块多钱。”

怕新店生意照顾不过来，韩建伟的妻
弟秦金良也赶来帮忙。五年前，在老乡的
介绍下，秦金良已经开了一家新发地便民
菜店。他说，店里的蔬菜由新发地市场统
一配送，他们进货有适当优惠，公司对他们
的零售价有最高限额。“这样一来，老百姓
买菜便宜，我们也有赚头，虽然不多，但每
月七八千的收入很稳定，够我们一家人生
活了。”秦金良说。因为价格、分量都公道，
小区居民对他很认可，平常日子里的嘘寒
问暖让他找到了家的感觉。

摸准了蔬菜生意的门道，秦金良的家
人还承包了一辆新发地便民蔬菜直通车，
箱式货车定时定点开进社区销售。张月琳
介绍，北京不少小区都有买菜不方便的问
题，开便民菜店不好找铺位，蔬菜直通车可
以解决用地紧张的问题，一辆车可以服务
三个小区。“我们对蔬菜直通车的管理很规
范，要求做到车走地净。”尽管如此，张月琳
坦言，蔬菜直通车还需要得到卫生、城管、
物业等方面更多的支持，才能开进更多小
区，服务更多百姓。

“我们的小店除夕、初一都营业，谁家
的团圆饭缺点啥，还可以过来买。”秦金良
说，能让大家都吃好，自己就挺满足。

首 都“ 菜 篮 子 ”为 啥 这 么 鲜
——来自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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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新发地市场搬到您

家门口”，韩建伟店里的这

句话让记者印象深刻。在北

京生活，买菜很方便，家门

口的小店就有物美价廉的蔬

菜。依靠城市中越来越成熟

的农产品流通体系，新发地

市场的新鲜果蔬甚至用不了

半天就能端上我们的餐桌。

土里生、地里长的农

产品，到了城市附近的农

产品批发市场，就离市民

的餐桌挺近了。这让记者

突 然 想 到 ， 链 条 的 另 一

头，带着露水的农产品要

从田地里走出来，有多远？

我国的大部分鲜活农

产 品 都 要 经 过 产 地 收 购 、

运输，才能进入新发地市

场以及后面的链条。产地

市场应该是销售农产品的

第一场所和农产品流通的

第一环节。但产地市场现

在却是我国农产品流通体

系中的“软肋”。和新发地

这样的销地市场相比，产

地 市 场 往 往 基 础 设 施 薄

弱，区域布局不合理，经

营方式传统单一，很难发

挥 商 品 集 散 、 价 格 形 成 、

信 息 传 输 的 三 大 市 场 功

能。这不仅导致处于产业

链上游的农民没有市场话

语权，而且加大了鲜活农产品的市场波动风险。

城里的市民要吃好，离不开新发地市场。乡下

的农民想在家门口把菜卖个好价钱，也需要新发地

这样的市场。我们可以在农产品主产区多建设一批

区域性的，乃至国家级的专业产地市场，政府的资

金政策多扶持一点，在价格信息提供、冷库仓储建

设、物流体系等方面做好基础设施建设，让农产品

走到餐桌，再近一点、再容易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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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地市场承担着北京市 80%

的蔬菜、90%的水果供应，批发商们

把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鲜蔬果装上车，

运向各个二级批发市场，再经过超

市、菜市场，最终端上千家万户的餐

桌。春节将至，新发地市场的商户纷

纷加班加点备货，保证春节期间市场

供应平稳。 张雨山摄

图① 新发地在居民小区里开设的

菜篮子直营旗舰店。
图② 新发地市场的地方特色农产

品交易大厅。

图③ 临近春节，市民在选购新发地

精心准备的各种蔬菜水果。

张雨山摄

除夕夜临近，北京南站也迎来了又一

个客流高峰，因丢失物品来服务台寻物的

旅客也多了很多。昨天，北京南站的工作

人员捡到一个钱包，内有 1800 元钱、几

张银行卡和一张身份证。我接到该物品

后，第一时间通知广播室播音寻找失主，

可是广播了很多遍，一直等到下班也没有

人认领。

今天一上班，依旧没有人来认领丢失

的钱包。怎样才能找到失主呢？这时，我

突然想起可以尝试按照身份证信息联系到

旅客。旅客身份证上的住址栏处注明是北

京某小区，我便试着拨打 114 电话查询该

小区的物业电话。在联系上物业后，再通

过物业找到该住户家，留下了北京南站联

系电话。最终，我们接到了旅客的电话，在

他准确报出身份证号码并且核对丢失钱包

内的物品之后，我们和旅客约定好时间来

南站领取失物。

旅客激动地对我说，本来对丢失的钱包

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因为里面除了身份证

外，没有任何联系方式，而他自己都不记得

丢在哪里。当他得知南站的工作人员这么

费劲找到了他时，他都不敢相信，钱包失而

复得，终于能开开心心过年了。

（本报记者 祝君壁整理）

身份证“找”到了主
2015 年 2 月 16 日 晴

北京南站值班站长 梁 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