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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袋子”“菜篮子”供应充
足，能满足城乡居民消费需求

眼瞅着快过年了，马贺章依然闲不下来。

河北省固安县渠沟乡西辛庄二村，一场小雪飘

飘扬扬，给越冬的小麦盖上了一层“薄被”。马贺章

拨开地里的麦苗，“你瞧，这就是主生蘖，冬前就长

出来了，这决定了来年的亩株数。”

受到去年秋汛影响，这季冬小麦播种期比常年

有所推迟，部分越冬苗分蘖偏少。不过，作为兴农

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马贺章对今年的收成

仍然信心满满：“大寒见三白，可是个好兆头。现在

的 小 麦 都 是 种 肥 同 播 ，年 后 浇 返 青 水 时 再 追 一 遍

肥，做好病虫害防控，让苗更壮实。”

固安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维建介绍，目前，全

县在田冬小麦面积 23 万亩，大部分晚播麦均已出苗

生长，接下来要加强农技服务，及时促弱转壮，增加

穗粒数和千粒重，带动小农户适时开展统防统治，

确保粮食丰收。

马贺章介绍，除了经营流转的 400 亩地，合作社

还为乡亲们提供社会化服务。跟往年一样，今年农户

关海建 9 亩半地全托管给了合作社，“从购买种肥、管

理、收割到卖粮，一亩地能增加七八十元的效益。”

扎牢“米袋子”，拎稳“菜篮子”。清早，固安县

牛驼镇门铁营村还笼罩在一片静谧中，盛世农合果

蔬专业种植合作社的日光温室里，茄子肥厚、番茄

红艳，负责采收的农民早已忙开了。

“我们用的是土墙体大棚，最适合北方地区冬季

保温，正好供蔬菜生长。”生产管理组长姜玉华撸起袖

子，把筐里新摘下的番茄仔细码了码，“一个棚占地 3
亩，一年两茬，采收期 40 天，每天能出好几百斤。”

不远处是合作社净菜加工车间，60 多名工人在

流水线上依次将蔬菜清洗、分切、包装。合作社负

责人郑立国说：“现在都讲‘一产向后延，二产两头

连’，毛菜加工后附加值能提高 30%左右。城里人买

年货也爱买这样包装好的净菜，省事儿。”

这两年，合作社不断扩大设施蔬菜生产，还建立

了净菜生产、加工、配送全链条产销体系，自营加菜

农联营合作，日产毛菜、净菜达 80 吨以上，新鲜水灵

的蔬菜 24 小时内就能端上京津冀市民的餐桌。

张维建介绍，作为京郊“菜篮子”，全县不断提升

棚室水肥一体化、温控、机械化作业等装备水平，推

动蔬菜增产提质，通过“农超对接”“农餐对接”“农

食对接”等订单经营模式，实现产销对接。

从全国范围看，今年冬小麦面积已经基本落实，

跟往年相比基本保持稳定；蔬菜在田面积约 8000 万

亩，预计未来 3 个月蔬菜供应总量 1.7 亿吨，同比增加

350 万吨，加上冬储蔬菜，可供每人每天约 3 斤菜。“综

合各方面情况看，今年春节期间，肉蛋奶、果菜鱼供应

总量充足，完全可以满足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农业农

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唐珂说。

鲜花热销、剪纸忙，年货新
消费带旺乡村产业

江西省安福县处处洋溢着欢乐喜庆的气氛，大

扫除、备年货、写春联……人们忙着迎接新年到来。

为新春“锦上添花”，购买鲜花绿植装扮居室、馈赠

亲友成为当地老百姓过年的新时尚。

鲜花扮靓乡村，见证富裕新年。这几天，平都镇

李家村的花卉超市生意红火，前来选购鲜花的客人

络绎不绝，超市老板沈小荣笑得合不拢嘴，“你瞧，

热卖的蝴蝶兰、红橘都是周边农户种的，带着露珠、

冒着香气，新鲜抢手！”

走进花卉超市，阵阵花香扑鼻而来，几名顾客正

细心挑选心仪的绿植花卉，不时询问价格及种养方

式。“每年过年我都会买些盆栽花卉放在家里，图个喜

庆吉祥。”村民周荣华陪老伴转了一圈，相中一盆长寿

花，““年货年货、、新衣都置办齐了新衣都置办齐了，，再添些花卉打扮庭院再添些花卉打扮庭院。”。”

为为了保障节日供应了保障节日供应，，沈小荣提前一个月就备好沈小荣提前一个月就备好

了货了货。。说话间说话间，，他的手机响个不停他的手机响个不停，，不少老顾客通过不少老顾客通过

电话电话、、微信下单微信下单。“。“这些是要送货上门的这些是要送货上门的，，白天人手紧白天人手紧，，

等晚上抓紧送过去。”沈小荣说，订单连接基地，直采

送货上门，销售量长了一大截。一个多月来，他已

经卖出了 500 多盆花卉和绿植，收入 2 万多元。

订单另一头，安福县洋溪镇田里村苗木基地内，

乡亲们正在挖苗、装袋、装车，物流车来往送货，多

肉大棚经营户刘鹏正带领大家赶订单，“正值销售

旺季，我可得抓住这好商机。”在刘鹏的带动下，周

边乡镇有 820 家农户从事多肉、兰花等培育、销售，

300 多名村民就地就业，“美丽经济”鼓起村民口袋。

春节到，剪纸俏。大巴山深处的四川省通江县

有贴窗花的习俗，进入农历腊月，传统节日剪纸开

始走俏，乡亲们用红纸剪成各种图案张贴在自家门

窗上。

“ 大 家 加 把 劲 ，手 脚 麻 利 点 。”通 江 县“ 巴 山 剪

纸”工作坊负责人李亚雪说话间手起纸落，剪刀飞

快穿花，不一会儿，指头轻捻，碎纸落下，栩栩如生

的“福虎”呈现在眼前。

虎年即将到来，“虎造型”成为工作坊剪纸的热

门主题，展架上摆放着上百种“虎造型”剪纸，除了

商 场 、宾 馆 等 订 单 ，还 有 不 少 易 地 搬 迁 群 众 前 来

预订。“剪工精细，虎虎生风，格外喜庆。”诺江镇 65
岁的张开州老人一眼就相中一款生肖虎剪纸。

巧手“剪”出美好生活。李亚雪说，近几年，村民

物质条件富裕了，精神生活不断丰富，剪纸作为传

统民俗，越来越受大家欢迎。在政策支持下，2014
年，李亚雪成立工作坊，几年来创收 100 多万元，带

动 200 余名村民增收。

门店销售、网上售卖……年关将近，李亚雪每天

都能收到 200 张以上的订单。如今，经过 8 年探索，

“巴山剪纸”已成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

进校园”“剪纸培训班”等活动已开展 600 余场，培育

剪 纸 技 艺 骨 干 人 员 300 多 名 。 在 他 们 的 示 范 带 动

下，通江不少人学会剪纸技能，吃上“手艺饭”，在家

门口挣钱增收。

乡村也是李亚雪的创作之源，在她的巧手里，家

乡诺水河、银耳特产、脱贫故事等风土人情都成了

剪纸艺术作品。“下一步我想利用这个工作坊，传承

弘扬传统文化，展现家乡发展变化，同时带动更多

乡亲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说起新年愿

望，李亚雪话语里充满坚定。

线上年味儿浓郁，更多农
产品“飞”出乡村

春节临近，线上年味儿也愈发浓郁。“云上”大集

市、电商年货节等火热开启，田间连上了“云间”，更

多农产品“飞”出乡村，消费品连通城乡。

“三峡人家出好茶，走亲访友少不了，优惠力度

大，大家快来下单呀。”直播间里，望华鑫温杯投茶、

注水冲泡。一壶叶绿汤清的好茶引来订单不断。镜

头外，分拣、打包，茶叶礼盒正运往全国。

“茶叶‘搬’到网上，客户抢着买。春节消费季连

着早茶上市季，这段时间订单不用愁。”让家乡的茶

走出大山，是望华鑫的心愿。家住湖北省宜昌市夷

陵区许家冲村，她家的茶园就坐落在三峡库区。高

山云雾出好茶，可过去卖不上价。在外闯荡多年的

望华鑫返乡创业，蹚出新路子。

一根网线，串起一条产业链。望华鑫成立合作

社，吸纳 600 多名社员，发展早春茶等新品种，建设

标准化茶叶生产线，打造“三峡茶姑娘”品牌，从卖

“原字号”变成卖精品茶。“既要种出好产品，也要找

到好销路。茶园里的农活、生产线上的烘炒技艺，

都成了直播画面，早春茶每斤能卖到 1000 元以上。”

如今望华鑫的合作社年营业收入达上千万元。

“农村电商高效对接产销、精准匹配供需，打通农

产品上行通道，促进农民增收。目前全区的茶叶、柑

橘等特色产品正走向全国。”夷陵区商贸经济发展促

进中心主任张祖德介绍，截至 2021 年底，夷陵区农产

品网络零售额突破 9.6 亿元，网商总数超过 7000 家。

流量变成“新农资”，直播成了新农活。2021 年

前三季度，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3043.9 亿元，同比

增长 1.5%，增速比前 8 月加快 0.9 个百分点。

电商火热，同样让优质消费品下沉。动动手指、

年货到家，成了不少农民消费新趋势。

“前几天，我在网上买了个冰箱，‘大家伙’送到

家门口，搁以前哪敢想。”山东省夏津县香赵庄镇宗

庄村村民宗兆岭的话里透着得意，“网上品牌多，任

意选，还能便宜不少。”

“鱼挺新鲜的、蔬菜还沾着泥、鸡蛋能便宜几毛

钱……年货快准备齐当了。”宗兆岭细数起来，“过

去，就盼着那几天集市。如今电商、微信群里天天

有促销，啥时候都能买，质量有保障。”

离宗兆岭家 200 米远，就是村里的快递电商综

合服务中心。这几天，工作人员李秀英忙得脚不着

地，“到年根了，快递多起来，每天能有 200 多件。”说

话间，取件的村民们进进出出。

“快递进村，激活了大家的消费热情。”李秀英感

慨，“过去到镇里取快递，少说 5 公里，不仅费事还搭

上油钱。”去年，镇里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夏津分公

司 合 作 成 立 服 务 中 心 ，打 通 农 村 物 流“ 最 后 一 公

里”，让农民在家也能收快递。

截至去年底，全国行政村实现快递直投的比例

超过超过 8080%%。。20212021 年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年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5926559265 亿元亿元，，增增

长长 1212..11%%。“。“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农村物流持续补链农村物流持续补链，，

农村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农村消费潜力不断释放，，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提供坚实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提供坚实

基础基础。”。”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介绍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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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檐上挂起了火红的灯笼，
门廊上贴好了喜庆的春联，桌子
上摆着各式各样的水果……浓浓
的年味中，是越过越红火的生
活。春节期间，“米袋子”“菜篮
子”“果盘子”供应如何？年货消
费有啥新特点？乡亲们采购年货
有啥新方式？春节临近，听听农
民朋友讲述的农村新气象。

春节 的 脚 步 越 来 越 近 ，村 村 寨 寨 的 年 味 儿 也 越 来 越 浓 。

虽 然 屋 外 数 九 寒 天 ，可 家 家 户 户 洒 扫 得 清 清 爽 爽 ，忙 活 得 热

气腾腾。

大门口，贴春联、贴福字；院子里，挂灯笼、打年糕；厨房里，

蒸花馍、包饺子……传统的年俗处处透着喜庆。

置办年货，是各家各户筹备过年的“重头戏”，如今这个传

统年俗有了不少新变化。“邻居从超市买回两箱香蕉，直夸好

吃，我得赶紧去看看”“我订的鱼除夕那天可得准时送来啊，年

夜饭等着用呢”“刚开回一辆新能源车，村里新能源车越来越

多，正忙着建充电桩哩”……春节“年货”变化折射出乡村生活

的变迁。

乡亲们的消费观念在变。有农民感慨：“自家的农产品卖

出去了，挣了钱谁都想多买点好东西。”“以前吃穿用度，大家

能用就行，缺啥才想着买啥，现在是啥好买啥。”话语虽朴实，

道 理 却 深 刻 。 这 些 年 ，农 村 消 费 升 级 趋 势 明 显 ，正 从 传 统 生

产 型 消 费 向 发 展 型 消 费 转 变 ，品 质 化 、个 性 化 消 费 成 为 越 来

越多农民的新追求。 2021 年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59265 亿元，

同 比 增 长 12.1%。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教 育 文 化 娱 乐 、交 通 通 信 消

费支出均有不同程度增长。

消费观念变化背后是乡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不断提

升。这些年，在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支持下，农民收入持续稳

定增长，上学、看病、养老、住房等越来越有保障。农村水电路网

等基础设施继续往村覆盖、向户延伸；从“快递进村”到 100%行

政村通宽带，农村物流、通信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不断建立完

善；县里建起大型购物中心，镇上有综合超市，村里有便民商店，

便民服务圈延伸到农户家门口……制约消费的短板加快补齐，

让乡亲们“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

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战略基点放在扩大内需上，农村有巨大

空间，可以大有作为。其中，让乡亲们的“购物车”不断升级至关

重要。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乡镇和村两级消费市场占消费市场

总体规模的 38%。从现实来看，目前在乡村仍然存在制约消费

潜力释放的因素。未来拉动农村消费，从“硬环境”看，要加快商

业网络“补链”“补网”，加强电商等平台赋能作用，让农产品上

行、消费品下行更顺畅；从“软环境”看，要强化源头治理、提升农

村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监管力度，优化农村消费供给。与此同时，在农村居住环境整治和美

丽乡村建设中，应充分考虑农村消费的新变化，比如农村交通设施改造升级就要适应越来越

多的汽车进村入户的情况。瞄准农村消费领域的痛点、堵点，多管齐下，多措并举，进一步促

进农民增收和农村消费潜力释放。

浓浓年味儿里，藏着的是乡亲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增长的需求、不断丰富的年

货，乡亲们的日子定会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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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战略基点放在扩
大内需上，农村有巨大空间，可以大有作
为。加快补齐短板，让乡亲们“能消费”“敢
消费”“愿消费”，进一步释放农村消费潜
力，广大农民的日子定会芝麻开花节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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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广西兴业县城西社区的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老乡家园”

里，两名小朋友在贴窗花。

新华社记者 曹祎铭摄

图②：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乡

村现代农业基地一片繁忙。图为村

民正采收蔬菜。

张国荣摄（影像中国）

图③：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新桥

镇亿亨果园里，柑橘赶在春节前上

市。图为工作人员直播推荐柑橘。

蒋友青摄（影像中国）

图④：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文

武坝镇凉舟村，蔬菜大棚与河流、绿

树、农房相互映衬，构成一幅秀美的

新农村画卷。

朱海鹏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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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国家统

计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