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农业厅：
拟在长沙征集试点区

开福区农业农林水利局副局长
李光祥表示， 就建蔬菜直销店正与省
农业厅有关部门接洽，争取专项经费支
持。 他介绍， 目前已有街道办事处及社
区有意愿建点，如芙蓉北路街道办事处表
示，可在江湾市场设店。开福区辖内有陈家
渡蔬菜基地、 文中蔬菜基地和开心吧农业
基地三个大型蔬菜基地，面积近2000亩，有试
点条件。

省农业厅国际合作处处长何厚军也表示，
该厅非常重视此项惠民举措，计划投入2000万元
支持蔬菜生产基地建设，并对建直销店设专项基
金，近期将在长沙征集试点区。

蔬菜直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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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设店直销小菜
开福区首倡“蔬菜直销店”，长沙即将试点
省农业厅积极回应：将建专项基金

部门回应

在社区建立一个“蔬菜直销店”，比农贸
市场、超市和个体菜店的价格都要低，并且还
有质量保证。不用多久，长沙开福区的居民或
能在家门口体验到买菜的平价、便民。

在2月14日-16日召开的长沙开福区政
协三届五次会议上， 开福区政协委员刘知文
建议，加快社区蔬菜直销店建设，首批可建设
30个直销店试点。据悉，启动蔬菜直销点建
设，已写进了该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调查】 卖菜难，买菜贵
山东菜农李卫东两年前在岳阳临湘市江

南镇牛湖村租下近2000亩地，建了一个核心
蔬菜基地。 蔬菜丰收， 李卫东因没销路犯了
愁：“市面上两、三元一斤的辣椒，我只卖8角，
蔬菜批发商都不愿要。”

通过极力推销，好不容易获准上市，李卫
东送10吨蔬菜到马王堆蔬菜市场， 门槛费、
摊位费、请人搬货、过磅等费用一天算下来，
就得花1700元-2000元，“如果拖到第二天
卖，又要增加一天的费用，还不如亏本卖掉。”

一边是菜农卖菜难， 另一边却是市民买

菜贵。在荷花池生鲜市场，市民石静女士指着摊位
上1元/斤的芽白告诉记者，“地头上这只要3角钱一
斤，差价都被中间环节的菜贩给赚去了。”

【建议】 首批30个直销店试点
“如果蔬菜直接来自生产基地，从生产到零

售实现无缝对接，可降低经营成本。”刘知文
认为，蔬菜直销店是解决“农民卖菜难，市民
买菜贵”的有效途径。

在刘知文看来，所有直销店应该有一个
统一的经营主体， 有成熟的蔬菜市场营运
经验， 有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管理企业和发
展电子商务的能力， 有一定规模的标准
化生产基地，蔬菜核心基地一般在500
亩以上，还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同
时要建立配送中心为供菜加速。

刘知文表示， 开福区目前有
75个社区， 如果首批建设30个
直销店， 每个店由政府财政
补助3万元，预计可让50万居
民受实惠。

■记者 陈月红

在长沙，同一种蔬菜，价格

差别一大截！(详见本报2月16

日B01版)

为何造成“岳麓区最低，芙

蓉区最高”的局面？

四大原因：摊位租金有别，

市场分布不均， 周边消费力不

同，鲜菜质量各异。

如何解决才能让市民买到

便宜菜？本报记者展开调查。

新闻前奏

解释

【如何建？】
万人一店或每社区一店

刘知文建议， 可按照万人一店或
一个社区一店的原则布局，统一设计、
统一装修、统一店名，服务半径控制在
400米左右。以改建为主，新建为辅。
可租房建设， 由政府补贴部分房租和
装修费用，配置主要的检测设备等；也
可通过盘活政府现有闲置物业建设；
还可打造蔬菜“网上直销店”。

刘知文提出，直销店经营主体的
选择，主要采取自愿申请、全面考察、
实力评估或授权经营等方式。

销 售 的 产 品 合 格 率 力 争 达
100％， 居民的满意率力争达90%以
上， 食品零售价格确保低于农贸市
场、超市和个体菜店同类同质同期产
品的20%左右， 这是考核直销店经营
的三个硬指标。另外，直销店投入营
运后，不得随意转让和出租。

【谁来卖？】
三个硬指标来考量

刘知文认为，要建立配送中心、组
建配送团队、建设信息中心。重点建设
直销店营运企业管理数据库和电子交
易平台。

【怎么送？】
配送中心为供菜加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