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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方紫薇

“菜比肉贵”是2021年餐
桌上的热门话题。

2021 年 12 月 25 日至 26
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强
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稳定
生猪生产，确保畜禽水产和蔬
菜有效供给。

随着2022年春节脚步临
近，目前“菜篮子”价格如何？
如何理解强化“菜篮子”市长负
责制？如何做好2022年农产
品保供稳价工作？

探访北京菜市场：
“菜篮子”稳产保供

江苏省连云港市民王同英
是菜市场的常客，她拿出保存
的多张购物小票对比后告诉中
国城市报记者，2021年夏天市
场上的蔬菜比现在贵，当时小
青菜每公斤超过10元，比现在
贵将近1倍。

“2020年肉价贵，2021年
肉价降下来了，冬夏差异也不
大。过年期间，我可以为儿孙
做一桌丰盛的佳肴。”王同英说。

同样，北京市民姬先生也对
菜价变动十分敏感：“2021年是菜
贵、肉便宜。2020年猪肉每公斤
要60元，今年每公斤40多元。”

几个月前有媒体报道，某
地超市出现了0.5公斤菠菜的
价格可以买 1 公斤的猪肉或
1.5 公斤的鸡肉，有网友戏称

“吃菜吃到肉疼”。
随着春节脚步临近，目前

“菜篮子”是否供应充足？物价
是否平稳？

中国城市报记者在北京市
天利宏社区菜市场采访后发
现，该市场的“菜篮子”稳产保
供，价格变化幅度在合理区间。

在该市场内一家猪肉摊位
上，记者看到生猪的各部位明
码标价，价格区间基本在20元
以内，“肘子每公斤24元，五花
肉每公斤36元。”摊位老板表
示，今年的牛肉和羊肉价格比
往年贵一些。

“大白菜 1.8 元，黄瓜 5.5
元，圆白菜4.5元……”据一位
菜摊老板介绍，他售卖的蔬菜
有的来源于本地，有的来源于
山东，“外地的菜一般一天就到
了，也不存在短缺的问题。”

一位水果店店主告诉记

者，新上市的草莓价格为每公
斤46元，砂糖橘每公斤10元，
货源供应充足。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21
年12月31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指数”为126.46，比前一日
上升0.12个点，“菜篮子”产品
批发价格200指数为 128.92，
比前一日上升0.14 个点。当
日，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
重点监测的46个品种中，与前
一日相比价格升幅前五名的
是鸭梨、豆角、西红柿、富士苹
果和香蕉，幅度分别为7.1%、
4.0%、3.3%、3.1%和 3.0%；价
格降幅前5名的是菠萝、菜花、
大白菜、芹菜和葱头，幅度分
别为 3.6%、2.6%、2.6%、2.2%
和2.0%。

客观和主观原因导致
部分蔬菜价格不稳定

需要正视的是，农副产品
价格适当波动符合市场规律，
但大起大落不利于市场稳定，
不但伤农，也影响消费者预期。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今年
部分蔬菜价格“坐上过山车”？

“根据经济学的一般规律，
价格的高低由供需
双方来决定。”中国
人民大学高礼研究
院副教授王鹏在接
受中国城市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从供给
角度来看，2021 年
受洪涝灾害、气温异
常等不可抗力的影
响，蔬菜产量减少，
供需失衡导致价格
波动，但这种情况只
存在于短时间内小
范围的某个区域。

此外，中国银行
研究院研究员王梅
婷在接受中国城市
报记者采访时分析
认为，前期煤炭、汽
油、化肥等能源、农
资价格上涨，种植和

物流成本上升后也影响到终端
售价。随着能源供应改善，蔬
菜价格也趋于回落。

“当蔬菜价格上涨时，农民
往往会增加种植面积，而在价
格下降时改种其他品种，这就
使得在蔬菜供给端形成大起大
落，加上这些品类没有任何储
存机会，因此农户的播种面积
不稳定就会为菜价带来大幅波
动。”王梅婷说。

值得关注的是，在采访中
记者获悉，农产品价格的大幅
波动除客观经济规律作用外，
也有主观原因。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徐祥
临分析认为，一些地区菜地规
划面积不够、实际面积下降、生
产组织程度偏低、流通设施能
力不足等问题都会造成蔬菜自
给率过低。

天津渤海商品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首席农业经济专家支
培元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
访时提到，目前全国各地的农
产品流通方式主要是线上和线
下传统市场。线上巿场中的各
种类型电商为了整合资源不惜

“烧钱”，占领一定市场后肆意
涨价的行为也影响了市场价
格，“各地政府虽然做了一定的
监督管理，但也没有找到很好
的抓手。”

专家：建议建设区域
流通平台和产业基金

上世纪80年代，为缓解当
时肉蛋菜等供应偏紧的压力，

“菜篮子工程”登上舞台。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已

实行多年，对于稳定蔬菜供应、
提高蔬菜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四川天府健康产业研究院
首席专家孟立联在接受中国城
市报记者采访时说。

2020年初，国务院发文要
求“压实‘菜篮子’市长负责
制”，本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则
使用了“强化”一词。

对此，孟立联分析有两方
面的原因：第一，部分地方在蔬
菜长期稳定供应方面的放松、
疏忽，可能会引发蔬菜稳定供
应等问题；第二，部分地方因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蔬菜供应
链出现问题，可能会影响蔬菜
的稳定供应。

“中央要求强化‘菜篮子’
市长负责制，实际上是给各地
敲警钟，在大好形势面前要看
到风险，必须牢记‘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的历史经验。事实
上，生猪生产有一个周期性问
题，做好跨周期生猪生产需要
大智慧，既要靠市场，也要靠市
长。”孟立联说。

在王梅婷看来，强化“菜篮
子”市长负责制是因为蔬菜通
常是在局部市场供应，相较于
粮食作物，蔬菜大规模、跨省调
运相对较少，这就要求各地政
府守土有责，保障蔬菜播种面
积，严格蔬菜供应链管理。

2022年如何继续确保农
产品供给安全？王梅婷建议：
一方面，要保证农资价格总体
稳定，2021年农药、化肥、农膜
的价格上涨影响了种粮和种植
农产品的收益，因此影响了一
些地方种粮积极性。另一方
面，需要时刻密切关注蔬菜、农
产品的产、供、储、销全产业链
的供应稳定预期，稳定播种面
积。如果出现灾害，需要通过
农业保险等诸多手段进行兜底
和补贴，保障农产品稳定供应；
如果出现因为天气等原因导致
的大规模减产，要提前准备做
好调运工作，比如对能够储存
的主粮要做好市场储备和政府
储备，在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
重要地区设置常备仓库。

“从目前情况来看，建议建
设区域特色农产品流通产业平
台以及流通产业基金，可以通
过农产品的产业平台增强待考
核产品的生产能力、市场流通
能力、质量安全监管能力、调控
保障能力和市民满意度。”支培
元说。

春节临近春节临近，，如何拎稳如何拎稳““菜篮子菜篮子””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轨道上的石家庄”再获新
进展！

中国城市报记者从 GEF
（全球环境基金）石家庄市项
目管理办公室获悉，《石家庄
城市层面以公交为导向的城
市发展（TOD）战略制定与实
施以及项目管理支持》（以下
简称《研究》）于近日通过终期
评审。

TOD这一概念最早由美
国规划师彼得·卡尔索尔普提

出。他认为，城市发展不能再
以小汽车为主导，而是要以公
共交通为主导，形成以公交引
导城市发展的模式，即 TOD
模式，可以理解为轨道建设带
动站城一体化发展。

石家庄于2017年迈入“地
铁时代”。截至目前，该市地
铁1、2、3号线通车里程达到
76.5 公里，二期线网 63.6 公
里正在报批，初步形成了东
西南北贯通的轨道交通骨干
网络。

“由于石家庄轨道交通发

展较晚，轨道周边的低效用
地还较多，城市功能与轨道
结构缺乏耦合。”相关交通专
家表示。

记者了解到，石家庄“十
四五”规划蓝图提出，“大力支
持省会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实施城市拥河发展”“二环内
做减法、二环外做乘法”，这都
对石家庄推动站城一体化
TOD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据介绍，本次石家庄TOD
总体项目分成三个子项目，分
别是城市层面、轨道廊道层面

和站点层面。这次规划也紧密
对接了正在进行中的石家庄市
国土空间规划，将TOD综合开
发作为抓手，主城区内重点提高
轨道站点地区开发强度，促进人
口和就业岗位在轨道站点周边
的集聚；主城区外形成TOD综
合中心建设，从开发强度、空间
形态、环境品质上实现主城区内
外的差异性，疏解人口压力，全
面塑造宜居城市品质。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规划
研究在方法和技术手段上充
分体现了科技创新的理念，构

建了一个覆盖全市的TOD发
展评估与监测平台。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可
以随时监测城市发展的健康
程度，是不是符合TOD 发展
原则，是否符合高效集约和生
态文明的发展方式？就像现
在时兴的健康智能手表一样，
不用等到每年去体检，可以随
时发现问题，随时纠偏。”项目
管理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大数据平台也已完成本地
化部署，实现了为地方 TOD
工作的长期赋能。

河北石家庄河北石家庄：：重塑城市布局重塑城市布局，，促进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促进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

北京天利宏社区菜市场中整齐码放的蔬菜。方紫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