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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访疫情下的农贸市场“新发地们”未来的出路何在》后续报道

为什么要做数字
农业？数字的价值，就
是在农业的生产、交
易、物流供应链的过程
中，全部有数字去做有
效的记录，这样就可以
对农业的生产过程进
行监控，对农业的生产
结果进行有效评估，
进而做出优质的农产
品。数字化本身是可
以双向追踪的，一方
面，农产品卖给哪些消
费者，农民知道；另一
方面，消费者吃的农产
品是从哪个仓库发出
的，需要多长时间，是
哪块土地种的，当地的
气侯条件、土壤情况怎

样，都可以双向追溯。 也就是说，数字
化以后，能快速地缩减供应链的链路，
降低销售成本，提高零售效率，也提高
了生鲜商品的品质。

就过往的情况分析，我国农产品最
大的问题之一，是品质参差不齐，农民
如果想要卖出很好的价钱比较难。因
此作为农产品销售方，第一个阶段就是
要对农产品进行消毒、保鲜等预处理，
让农产品快速地进入商品阶段；随后销
售方应对农产品做品质检测，比如好不
好吃、外观是否规则等，把最顶尖的商
品挑选出来做成品牌。经过工业化处
理以后，农产品基本就能实现品牌所要
求的稳定性、一致性，让消费者吃了以
后感到是有保障的。

以阿里巴巴数字农业部为例，我们

建立一个全国的冷链物流，现在已经建
立了17个销地仓，核心是为了缩短供
应链配送路径。原来一地发全国，消费
者最大的垢病就是时间太长，需要三天
时间，而现在一地发周边，比如上海仓
发华东区，只要次日送达就可以了。

这次疫情，对农村最大的影响是
城乡之间的联系被阻断。人员、物流
等正常的经济活动一度停止，多地农
产品出现滞销。但有一点也显而易
见，数字经济和数字经济企业在整个
疫情防控和农业农村的生产恢复上发
挥了巨大作用。

纵观中国农业发展，从农产品到商
品，再到品牌，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涉及买卖、社会物流体系搭建、数字农
业标准制定等一系列环节。这是中国
农业产业的创新，其核心逻辑是让农产
品变为商品，让商品价值反过来去提高
农产品价格。而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
的，不是提升农民的收入，而是开启农
民的心智。现在，很多数字农业基地的
农民也开始 熟练操作各种现代化设
施，“物流”“供应链”等词语也挂在口头
上，从传统农民到产业农民、新型农民，
这是一个快速且难得的进化。疫情过
后，作为“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数
字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必将会加大投入、
加快建设，这为今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
展提供了“即插即用”的“新基座”。

城市“菜篮子”难题如何解
编者按：

突如其来的疫情，暴露出了农

贸市场现存问题，也再次提出了城

市运营的现实课题：后疫情时代，

以新发地为代表的传统农贸批发

市场将何去何从？

6月29日,中国城市报特别策

划报道了《实访疫情下的农贸市

场“新发地们”未来的出路何在》，

受到读者广泛关注。本期，记者继

续追踪网友最为关注的几个热点

话题，并就热点问题采访了相关专

家和企业，持续关注城市“菜篮子”

下一步的发展。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阿嫱

■中国城市报记者 冯雅君

早上8点的北京龙潭路人
流熙攘，阳光打在路口处深绿
色墙面上，“龙潭早市”四个白
色大字格外醒目。

小推车里塞满了各种蔬果
的许阿姨告诉记者，每隔两天，
她都要走上一个小时从天坛往
返龙潭买菜，不是没有更近选
择，但用许阿姨的话说：“我更
愿意来这儿。”

菜市场逛出“感官享受”

“来咱们龙潭早市购物的

大爷大妈、大叔大婶、大哥大姐
们，大家好！”经过门口测温刚
一进市场，广播里传来了相声
演员李然的京腔，“在这儿我们
想给您提个醒，因为现在在疫
情期间，您呢千万戴好了口罩，
尽快购物，减少逗留。”

“放个广播大家一听就
不那么恐慌了。”北京正在特
殊时期，龙潭早市经理朱铭
用这个办法为顾客心理解
压，“生活还要继续，人不能
被病毒吓住。”

让人们进一步放下“菜市
场恐慌”的，还有龙潭早市和传
统印象里菜市场“脏乱差”毫不

沾边的采购环境：107个摊位
按照产品种类在2000平方米
室内有序分布、整齐排列，摊位
间步道距离宽阔，足够4人并
肩而行，地面上几乎找不到一
片菜叶、果皮或垃圾。

为了保证巨大室内空间的
环境卫生，朱铭曾想过不少办法，
比如雇十几个保洁人员、建议商
户弄干净菜上的泥土，“有的没效
果，有的不现实”。之后，他尝试
让每个摊位负责自己区域的卫
生。“下午收市后商户打扫干净才
能走，市场只派人监管。”朱铭说，

“没想到不仅市场干净了，商户也
更爱惜自己的环境了。”

商户成为“卫生标兵”

在新发地疫情发生后，朱铭
除了第一时间组织商户完成核
酸检测，还在微信里建起了一个
商户群，160多个商户每天按时
在群里上传自己的健康宝截图，
以防止出现有商户去过高风险
区却瞒而不报的情况。

为避免人员聚集，朱铭将
开会也搬到了微信群内，用一
条条60秒的语音为商户普及
健康卫生常识、提示防疫要点，
商户们被要求共同遵守一些卫
生习惯，比如不混用毛巾和水
杯、不随地吐痰。

“菜市场商户的受教育程度
普遍较低，很多时候不注意个人
卫生，会为环境卫生和个人健康
埋下隐患，这就需要市场的企业
管理方负起教育培训和监督的
责任。”朱铭告诉记者,为了带动
商户多读书，他把家里的书搬来
鼓励商户自由借阅。

不断提升的健康意识催升
了商户对菜蔬质量的重视，不
少人选择到郊区“包地”，每天收
市后赶去自己的菜地采摘、运
输，保证顾客购到新鲜放心菜。

“疫情并不妨碍菜市场成为
抚慰人心的城市烟火坐标。”朱
铭说。

北京龙潭早市：消除“菜市场恐惧”用细节抚慰人心

新发地该迁走吗？
【迁】

网友A：新发地批发大市场
聚集了全国各地的大货车、集装
箱，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严重、人
员太密集，治安管理就是个很大
的问题。像这样大规模的市场
真的不适合在北京四环边上。
呼吁新发地所有的形形色色的
批发大市场统统迁出北京去。

网友B：希望新发地趁此机
会迁往河北涿州，这样也能拉动
河北的经济，又能缓解北京的交
通，一举两得。

【不迁】
网友 C：迁走了大家吃什

么？网络再发达有些东西还需
要亲自挑选，比如羊排，一般的
超市就算有也不新鲜；北京能买
到新鲜猫山王榴莲的地方，我只
知道新发地。

网友D：外迁治标不治本。
城市一直在无限扩大，这加剧了
人口密度和需求，原来的新发地
也不是建在闹市区，如果城市外
延再扩大，到时是否还要继续往
外迁？

农贸市场建设还有
更好的设计方案吗？

网友A：不是搬走，而是东南
西北方向多建几个。

网友B：应拓展社区菜场的
购买品种和品质，分散新发地们
的职能。

网友C：尽快研究建立一线城
市农贸市场的建设标准，可以分
大、中、小型分类建设，比肩大兴机
场的水平建设，加强市场监管，做
到环保、卫生，安全、高效，让人民
放心，满意，便捷。

超市、“云买菜”会替
代农贸市场吗？

网友A：现在网络、快递这么
发达，应该多鼓励“云买菜”，有关
部门做好品质和卫生监督。

网友B：城市一级批发市场
还要有，但具体到区域，可以大力
发展超市，同时加大供货种类、降
低菜价。

网友C：菜市场不可被完全
取代。这是城市“菜篮子“的惠民
工程，让老百姓吃得起便宜菜。

突如其来的疫情，的确对城市农贸
市场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

过去，对于农贸市场的设计，考虑更
多的是农产品流通功能、农产品质量和食
品安全。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不仅
要加大检疫方面的力度，更应该以“人”为
核心，上升到对生命系统安全的考虑。

食品安全和生命安全，这两者怎么
形成一个网络系统，既不影响我们物
流、商流和人流，也不影响消费者政策
的购买，这是当下研究城市农贸市场建
设的一个新方向。

人们呼吁“超市取代菜市场”还为时
尚早。目前，我们国家的消费水平和人
群非常庞大，且需求多样。对于新发地
来讲，谈搬迁或取缔的问题也为时尚

早。就算新发地迁到河北，如果不解决
系统性问题，构建一个生命安全网络，老
问题也可能再次出现。

对于老城区“买菜难”问题，从居民
角度来说，部分消费习惯、消费理念的
确需要转变，比如防范禽流感时不允许
动物的活体交易，活鸡活鸭不允许直接
买卖，老百姓很快就适应过来了。特别
是随着生鲜电商的快速覆盖，过去的消
费行为可能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应当考虑加大农产品的供应，特别
是利用大数据，做智能化的平台管理。
具体模式上，可以考虑政府搭台，企业
唱戏。通过这种数字化的改造，能让农
产品交易流通更快，老百姓购买变得方
便，而交易成本也变低了。

老城区的买菜难问
题如何破局？社区
菜场如何永保长久
生命力？

网友A：大力发展电商是出路。
网友B：不只是纯商业行为，

政府要加大投入和补助。

你理想中的城市菜
市场是什么样的？

网友A：我会一直去菜市场，
菜的品质要好，尤其是肉类、海鲜
要新鲜；其次卫生条件要好一点；
再就是性价比高一些。

网友B：种类多，价格不要太
贵，没有臭味，可以对标北京三源
里菜市场。

北京农学院教授何忠伟：

现在谈取代菜市场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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