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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一面是亟需拓展市场新渠
道的有机农产品，一面是有购
买需求但行动不便的社区老龄
居民。若能将二者对接并形成
长期有效的农产品对口直供体
系，必将成为地区政府与企业
共同推动乡村振兴、完善老龄
服务的一项有力举措。近段时
间，在北京市部分养老驿站的
餐桌上、在老旧小区的菜店里，
渐渐出现了来自河北省承德市
的优质农产品，因其新鲜健康
无污染口感佳，受到广大居民
的欢迎。

优质农产品打通直销渠道

早在两年前，北京市密云
区赴承德扶贫组就已开始着手
为承德市各受援地区的农产品
建立销售渠道、寻找更多商机。

2019年底，来自北京市密
云区的王雨到承德市滦平县挂
职，担任县委常委、副县长。滦
平是国家级贫困县，面对艰巨

的扶贫任务，王雨充分调动现
有资源，帮助当地老乡打通农
产品销售渠道。

“我们一直坚持政府引导、
市场主导，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的原则。通过建立消费扶贫分
中心、设立消费扶贫产品智能专
柜、开展消费扶贫宣传活动等，
为今年农产品市场精细化运作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王雨说。

如今，北京市密云区与分
布在全国各地的受援地区建立
起直通渠道，实现了各地优质
特色农产品直销北京。2020
年，密云区帮助河北省滦平县、
蔚县，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
库伦旗，青海省玉树市，湖北省
竹溪县等6个结对帮扶的受援
地区实现消费产品销售额
26870万元，密云区财政预算
单位采购额390万元，区消费
扶贫分中心扶贫产品销售额近
1000万元。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又
有“抬头”之势，为了消除疫情
带来的不利影响，密云区持续
关注受援地区扶贫产品滞销和

市民“菜篮子”问题，连续打出
一系列“组合拳”，推出一揽子
支持政策，帮助受援地区扶贫
产品畅通销售渠道，扩大宣传
影响，提高产品销量。

“除了过去在景区、商超、
机关单位等地设置消费扶贫产
品智能专柜，今年我们还将推
动农产品入社区，为居民特别
是行动不便的老龄居民提供农
产品直供。”王雨说。

企业推动农产品进城

眼下，不少企业也致力于
推动农产品进城，服务城市社
区居民。

“作为中国扶贫开发服务
公司的下属企业，我们一直在
思考如何发挥央企优势，在给
社区居民提供更好服务的同
时，也为周边县镇的乡村振兴
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中
扶大有（北京）农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赵敏表示。

自3月开始，中扶大有就
将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

县的土豆、胡萝卜等新鲜农产
品以“3元3公斤”的普惠方式，
输送到北京诚和敬养老驿站所
在的东城区府学、大兴、多福
巷、东街东里社区，以及海淀区
南里社区。

“在小区里就能买到新鲜
的蔬菜，非常方便，品质好还便
宜，街坊邻居都很满意。”家住
东城区大兴小区的张女士开心
地说道。

“这些农产品都是由基地
采摘后直运小区，让居民吃得
放心；对于行动不便的老龄消
费者，我们还提供送货上门服
务。”赵敏说，这些举措拓宽了
农民的增收渠道，保障了城市
居民的农产品供应，体现了企
业的服务意识，可谓多赢。

在渠道对接中，如何配合
地方政府统一把控农产品质
量、整合农产品种类进行配给
和输送是关键所在。宁基尚盈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海
艳告诉记者，在很长一段时间
里，她奔赴农村一线调研，了解
各地区的特色农产品，以及提

前确定输送市场、运输方式和
价格体系。

“在城市里的老龄居民朋
友对有机农产品的需求量很
大。我建立了一个渠道，从农
村组织农产品备货，直接运入
城市社区，减少中间环节后，价
格还能降低不少。”张海艳说。

产地不断拓宽，种类更加丰富

北京市的社区居民是否认
可农产品进社区这种渠道对接
模式？日前，记者分别前往北
京市朝阳区北苑家园莲葩园小
区、东城区东单胡同一探究竟。

上午10时，运送农产品的
供货运输车还没到，小区内就
有不少居民在广场上等候，其
中大部分是老年人。

上午11时，运输车抵达小
区。当天的“3元购3公斤蔬菜”
惠民活动中，农产品包括1.5公
斤红皮土豆、1.5公斤胡萝卜。

通过农产品进社区活动，
零距离展销、面对面推介，缩短
了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市民餐
桌的距离，农产品品牌影响力
得到有效提升，让社区居民能
够便利地买到优质、安全的农
副产品，将居民服务落到实处，
实现了既助农增收，又惠及市
民的目的。

“从整体安全农产品供应
链的背景中来讲，在北京周边
区域优质农产区种、产、销一体
化发展方式，既能解决当地农
产品产销问题，又能使北京社
区居民吃到安全菜、放心菜、实
惠菜，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
中国技术监督情报协会公共安
全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王国军认
为，“根据标准化、规模化发展，
以销订产，大大增加农户收益，
同时也保证了消费者食品安
全，真正做到从产地到餐桌的
绿色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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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许昌：
农旅融合助振兴

4月 22日，游客在位于河

南省许昌市建安区将官池镇南

石庄的花舞小镇观光游玩。

近年来，许昌市积极建设

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大力发

展生态休闲观光农业和乡村旅

游，因地制宜打造多个农旅融

合综合体，为游客提供观光、休

闲、教育、娱乐等多种服务，助

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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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后，如何提高乡村产
业的“造血”功能？成为了摆在
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东坑镇宋
渠村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近年来，宋渠村一直把种
桑养蚕作为当地特色产业。早
在2017年5月，靖边县烟草专
卖局（分公司）派出2名职工到
宋渠组建驻村工作队，同时指
派4名党员干部引进桑蚕新品
种和养殖新技术。自此，宋渠
村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助力乡
村振兴的好路子。

刚到宋渠村时，驻村工作
队队长张海军就通过调研分析

得出，桑蚕产业是兼具经济生
态双重功能的绿色产业，桑林
具有绿化环境、涵养水源、保护
生态、净化空气，防风固沙等多
重生态功能。相比其他经济收
益，种桑养蚕要轻松一些，是贫
困户脱贫的“捷径”，更是当地
群众赚钱的好门路。

2020 年底，宋渠村 64 户
共 204 名贫困人口分批次实
现脱贫，进入脱贫巩固阶段。
驻村工作队帮扶的13户贫困
户也全部实现了“两不愁三保
障”，农户的收入也有了很大
的提升。

脱贫成果如何巩固？为了
转变农户和贫困户的思想，村

“两委”成员和驻村工作队队员
轮流给农户特别是贫困户作思
想工作，经过多次劝说，有2户
贫困户和18户农民同意以土
地入股加入村集体经济，成为
了桑蚕基地的第一批工人，实
现稳定就业，收入显著提高。

村民的思想通了，积极性
也高了。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
又到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安康市和四川省
南充市学习桑蚕养殖技术和利
用该项目发展集体经济的先进
经验。同时，在驻村工作队的
沟通申请下，陕西省烟草专卖
局投入40余万元资金购买制
丝机器用于桑蚕养殖加工业。

如今，宋渠村种植桑树
300余亩，还建起了总面积15
亩，集贮桑室、幼蚕培育室、大
蚕培育室、蚕茧烘干车间、抽丝
车间等为一体的养殖加工厂
房，购置了切桑机、烘干机、抽
丝机、自动温湿控制等设备，实
现了一体化、流水线、深加工、
密集型现代桑蚕养殖。

“去年宋渠村摘掉了省级
贫困村的帽子，村里的贫困户
也全部脱贫。桑蚕产业还提供
了25个务工岗位，明后年随着
规模的扩大，可提供100个就
业岗位，实现本村村民就地、就
近稳定务工。”张海军说，目前
村里共养殖四批次60张蚕，产

蚕丝360公斤，实现收入49万
元，净利润30万元，村民们的
收入显著提高。

“今后，在扩大规模的基础
上，我们还将对蚕丝、蚕沙等进
行深加工，开发蚕丝被、蚕沙
枕、桑叶茶、桑枝饲料等产品。
农民的日子会更好。”村党支部
书记郭京表示，下一步，村“两
委”将继续携手驻村工作队，进
行果桑产品开发、桑园景观旅
游景区开发和打造中小学科学
参观实践教育基地，打造陕北
首家全产业链现代桑蚕技术示
范基地，让桑蚕产业成为宋渠
村的主导产业和引领全镇发展
的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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