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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 高星 鲍聪颖 尹星云）在

北京，“新发地”是一处家喻户晓的地标。提起它，

人们会想起丰盛、新鲜、实惠等词语，北京新发地

农产品批发市场（以下简称“新发地市场”）现已

成为北京交易规模最大的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

在服务首都市民、繁荣首都经济、促进农业增效

和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为农产品交易的枢纽，新发地市场在全国

投建了300多万亩种植基地和10多个分市场，每

天有2万吨的蔬菜和1.3万吨的水果源源不断地进

入新发地，丰富居民的餐桌。

丰富品种 “大葱大王”的新生意

午后的新发地市场，忙碌的身影渐少，“这些

大葱品质不错，今天还能卸多少货？”商户毛勇习

依然在货车旁忙前忙后，新发地市场的绝大部分

大葱是从她这里批发出去的。如今“勇习大葱”

的品牌早已打响，她也被大家称为“大葱大王”。

连日来的持续降雨，让毛勇习更关注大葱的

货源与质量，“最近我们都要提前出货，以防遇到

暴雨时在路上耽搁时间”。她告诉记者，为了保证

北京市场的有序供应，她不仅要盯着全国各地的

种植基地提前出货，还要提前储备一些库存，“不

能让市民没葱吃呀”。

经过21年的打拼，毛勇习已在全国各地落成

了大葱种植基地，形成了稳定的供应链条。今年

以来，为了持续拓展货源、保证大葱品质，她又把

重点投向了人：以前的销售人员才十几人，现在已

经增加到了30多人，装卸工、送货员人数也在逐

步增加，“这些人几乎都是从河南老家招的，还能

让老乡多挣点”。

如今，毛勇习的经营范围已拓展到水果领

域，砂糖橘、苹果、沃柑……下个月，她参与入股的

国际榴莲馆将在新发地市场开门迎客。

“这个榴莲馆主要引进东南亚的水果，还会

集纳国内外各种高端品牌，因为我们是产地直

采，价格、品质优势很大。”毛勇习介绍，今年以来

在新发地市场的带领下，他们与马来西亚头部榴

莲企业的往来更加密切、深入，榴莲馆的筹建也

非常顺利。

“消费者不仅能挑选到品质好的榴莲，还能

亲手参与制作榴莲酥、榴莲饼。”毛勇习特别兴奋

地向记者描绘着即将迎客的榴莲馆，“消费也要

转型升级嘛，就是为了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体验，

让首都市民品尝到更多更优质的农产品。”

保供稳价 “云南菜大王”的新身份

从生产端到消费端，有时会存在供应量和

需求量的不匹 配，滞 销的现 象偶 有发生。为了

解 决 这一 痛点，“新发 地市场种 植 联 盟”应 运

而生。

“种植联盟是由新发地的众多商户联合成

立的，主要由市场的种植经销大户组成。这些商

户既懂种植，又懂消费。”新发地市场种植联盟发

起人之一、“云南菜大王”姜春青介绍。

姜春青扎根农产品行业几十年，他将农产品

从源头做到终端，贯穿整个农产品产业链，涵盖

了种子、农资、种植、储运、销售和餐饮。现在，姜

春青有了新身份，即种植联盟秘书长。“联盟成

立的最大目的就是保供应、平菜价。”

在新发地市场云南菜交易区，姜春青打开一

个泡沫箱，露出一个个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大娃

娃菜。“之前这个品类的大娃娃菜批发价格在3

元左右，有些偏高，我们就协调联盟的基地加大

它的进货量，这周价格就回落到了2.5元左右，稳

定了大娃娃菜的价格。”

对于种植者和经销商来说，菜价卖得越贵

不是越好吗？面对记者的疑问，姜春青解释道，

高利润后面其实隐藏着高风险。比如大白菜批

发价格有段时间维 持在每斤1元以 上的高位，

其实是前一年价格低菜农“血亏”之后减 产导

致的。

“如果农民 们看到今 年白菜赚 钱，盲目跟

风加大种植面积，可能又会造成菜贱伤农。”姜

春青 说，“我们的联 盟可以让市场信息 直 通种

植户，引导农户根据市场需要种植，既能让农户

受 益，也能保障市场供应，起 到一个平 衡器的

作用。”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多年来新发地市场供应

了北京市90%以上的蔬菜，通过对市场销售大数

据的分析，基本上可以推算出某类蔬菜某个时间

段的需求量，再根据需求量倒推生产周期及种植

面积，在联盟内进行分配，最大限度上保障该类

蔬菜供应量和价格的长期稳定。

姜春青介绍，目前新发地市场已有200多位

有自有基地的经营大户加入联盟，覆盖蔬菜种

植面积100多万亩。除了协调生产种植，联盟还

将资源进行整合，从种苗、种植、技术、管理，到

采摘、包装、运输，再到商品销售、渠道拓展、品

牌塑造，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闭环。通过联盟信息

共享，让广大 种植者更全面地了解产地和消费

市场的情况，科学有效地开展种植，既带动各地

农民实现产业兴旺，增加就业机会，又能保障好

首都人民的“菜篮子”“果盘子”，真正地造福消

费者。

（下转04版）

新发地打造大型农贸市场转型升级新发地打造大型农贸市场转型升级新样板新样板

编者按：2023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和新发地市场留守商户。习近平指出，民以食为天。“菜

篮子”“米袋子”“果盘子”，事关千家万户，是最基本的民生。过年过节，安全不能忘。批发市场既要在拓展货源、丰富品种、保证质量上下功夫，也要在加强食品检测和市场管理上

下功夫，让首都市民吃得放心、吃得舒心。

今年以来，新发地市场以“提档升级”和“农产品供应链建设”为主线，通过对上下游资源、信息的深度整合，走出一条全新发展之路。

本报讯（记者 原梓峰 实习记者 刘玟郡 申思
琪）8月16日，网红打卡地绿野仙踪郊野乐园里员工

们用画笔在砖面上写下“国家兴旺 民众安康”“共

苦同甘 重建家园”“风雨同舟 众志成城”等祝福语，

“洪水阻挡不了我们对生活向往的信念，重建的家

园更有温度”。游乐区主管刘丽静坚定而带着微笑

地告诉记者。

绿野仙踪郊野乐园作为王佐镇西庄店的主要

旅游景点，带动当地及周边旅游产业，每到周末，

游客数量呈爆满状态，多次被评为北京网红打卡

地。此前受到暴雨影响，园内多处基础设 施被 损

毁，导致网红打卡地停业修复，预计本月底恢复对

外开放。

上午10点，温度达到32度，加上65%的湿度，显

得格外闷热，园区内的工作人员正努力地对损毁路

面进行最后的修复，期盼能够早日恢复营业。

记者来到园内的“淘金小镇”游乐区，刘丽静与

几位工作人员正蹲着修复路面，“目前整个园区有将

近80人投入到重建工程队伍中，游乐区的工作人员

也全都自愿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只有实在累得不

行时才会休息一天，第二天又会早早地投入到工作

中，全都没有一句怨言，因为大家都想着能尽快把家

园建好。女同志们之前没有接触过这种活，但也都努

力跟着施工队学习，为重建家园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量。”刘丽静告诉记者。“这段路马上就收尾了，我们

越干越有劲，所以就想把自己的祝福也写在这里。”

刘丽静说道。记者发现，他们拿着画笔在砖面上写

下自己的祝福，“国家兴旺 民众安康”“共苦同甘 重

建家园”“风雨同舟 众志成城”等祝福语将单色的

砖面变得更有“温度”，时不时掉下的汗水落在笔触

当中。

据了解，绿野仙踪郊野乐园为西庄店村及周边

村民解决就业近200人，李红云就是其中一位：“之

前在公交集团工作，退休后选择来到这里，到现在

已经工作两年了，在这主要负责管理游乐设备。大

雨过后再回到这里看到家园被冲毁，心里很不是滋

味，一心想着加入到重建队伍中来，有时都顾不上吃

饭，但也不觉得饿，回家倒头就睡。从来没干过这种

活，想着能帮上什么就做什么，清清淤泥、搬搬砖，虽

然累，但心里是快乐的，我们都非常有信心能把这

建得比之前还好。”

随后，记者来到园区另一侧，遇到了63岁的周

俊山，据了解，周大爷是整个园区内最年长的工作人

员，退休后在家闲不住选择来这里工作。家住南宫的

他每天骑车将近11公里，一晃两年半的时间过去了。

暴雨过后周俊山立即加入重建的队伍中，帮忙

清理河道淤泥、收拾砖头，一帮就是十多天，记者问

他每天都来累不累啊，他乐呵呵地说：“平时我也就

给大家帮帮忙，周末开小火车带着小孩逛园区，一来

到这我就觉得心情愉悦，一两天不来就想，整个园

区的工作人员都特别喜欢这，都把这当作自己家，也

就想帮忙尽快再建好，我最开始来这时头发都是白

的，现在感觉又长出不少黑的来，家里人也都特支

持我来这工作。”

在绿野仙踪员工群中，记者看到周俊山为园区

作的诗，“水灾无情人有情，绿野依然美如前。雨后

家人憋得慌，只有绿野舒展情。不信咱都休几天，

自我感觉精神空”。短短几句话，饱含了对园区满

满的情谊，大家也都纷纷表示“对重建家园充满信

心”“会建得比之前更好”“再苦再累都值得”。

“会建得比之前更好 再苦再累都值得”“会建得比之前更好 再苦再累都值得”
网红打卡地绿野仙踪预计本月底恢复开放网红打卡地绿野仙踪预计本月底恢复开放

本报讯（通讯员 冯玉英 谢云婷 
记者 李娜 实习记者 雷孚嘉）8月16日，

“遇见丰台·众汇京彩”—丰台区硬

科技孵化模式发布暨谷仓智能硬件孵

化器启动仪式举行，谷仓智能硬件标

杆孵化器正式揭牌启用，落户丰台区

花乡青旅科创园。

随着创业孵化“4.0时代”的到来，

聚焦硬科技、加速升级服务化的模式

已经成为赋能高精尖产业、催生未来

产业发展的新引擎。市科委、中关村管

委会将同丰台区着力推动支持谷仓智

能硬件孵化器等更多机构专业化、价

值化、国际化发展，促进创新链、产业

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全面贯

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孵化加速、产

业集群发展链条，共同推动丰台区高

精尖产业发展取得更大成效，努力把

北京打造成为全球创新孵化之都和高

质量发展的标杆之城。

据悉，谷仓智能硬件孵化器是北

京市引领型标杆孵化器，将打造共享

创客实验室，为入驻创新企业提供共

享办公、产品研发设计、样机试制、培

训辅导、投资加速等全生命周期服务，

赋能“硬科技”企业成长。

厚植创新“精锐”成长沃土
72家高质量孵化机构集聚丰台

作为新技术、新成果的襁褓及摇

篮，以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为代

表的孵化载体，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2022年以来，市科委、中关村

管委会率先布局标杆孵化器，示范带

动孵化行业升级发展。在此指引下，丰

台区聚力打造专业服务孵化，以孵化

带动主导产业集聚，加速汇聚全国优

秀科技企业和创新人才，营造更好的

创新创业生态。

对于选择落户丰台，谷仓智能孵

化器创始人洪华告诉记者：“我们有两个方面的考

虑，一方面是丰台有轨道交通和航天航空两大千

亿级的产业集群，产业基础非常好。另一方面是因

为丰台交通发达，谷仓落户丰台，不仅要服务丰台

的初创企业，还要服务全北京、津冀乃至整个北方

地区的优质初创项目，从丰台到大兴国际机场、北

京南站、北京西站、北京丰台站都很方便，所以我

们觉得把企业在整个华北的一个中心孵化器落户

在丰台是最合适的。此外，丰台区委区政府对于企

业在选址和政策扶持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非常贴心。”

（下转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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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菜篮子”在全国投建 300 多万亩种植基地和 10 多个分市场   30 多家商户年交易额过亿，近千家商户过千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