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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7日讯 长沙市民餐
桌上的蔬菜来自哪里？目前有五六
成是本地蔬菜， 今后还会更多。今
日，长沙市政府发布了《关于进一
步加快蔬菜产业发展的意见》，
2015年， 长沙市蔬菜将实现总产
量50亿公斤， 总产值70亿元。《意
见》自5月1日起施行。

重点打造4个万亩蔬菜片

“目前，长沙市的蔬菜复播种
面积有200万亩， 总产量47亿公
斤，总产值61亿元。”对于未来蔬
菜的发展，长沙市农业局蔬菜处负
责人朱帅表示，今年长沙的蔬菜基
地面积将扩展1万亩， 重点打造4
个万亩片区。

按照《意见》的安排，长沙将要
形成万亩连片蔬菜产业区。 在望
城区格塘镇、靖港镇，长沙县春
华镇、路口镇，浏阳市沿溪镇和
宁乡县夏铎铺镇共打造4个万亩
蔬菜示范片。另外，在中、远郊环
境较好的地区，重点扶持一批千
亩蔬菜示范园。“千亩园主要是
搞特色种植，像望城的翠翠农业
就是专门种植香葱，浏阳的普迹
就专门种植毛豆。”朱帅说。

据了解，长沙目前有宁乡七星
椒、东山光皮椒、东城生态椒、沙市
冬瓜、官渡茄子、古港白黄瓜等地
方特色品种， 到2020年， 将完成
1-2个地理标志认证。长沙还准备
建立3-5�个千亩以上的有机蔬菜
示范园；在长沙县高桥镇省道207

沿线打造1个食用菌产业园。

两大蔬菜市场将设直销区

在蔬菜流通方面，《意见》表
示，长沙将推进城区现代物流中心
建设。加快马王堆蔬菜批发市场和
红星蔬菜批发市场的搬迁工作，在
两大批发市场设置本地蔬菜直销
专区。

抓紧建设长沙大河西农产品
物流中心。鼓励大型蔬菜基地和流
通企业开展直销配送，扩大直销配
送范围，解决蔬菜进城“最后一公
里”问题。大力发展网上批发和网
上零售等蔬菜电子商务模式。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曾力力
实习生 戴科 曾慧荻

本报4月17日讯 今天上
午，株洲县接待中心，县委办司
机程恺将驾驶了一年半的公车
钥匙， 交到了县公务用车管理
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手中。

赶在湖南省公车改革实
施细则出台前，株洲县下猛
药对公务用车进行了专项
整治。今明两天，该县开始
统一收缴、集中封存所有违
规超标超编车辆。 下月，该
县将对所有超标车辆进行
拍卖，收入主要用于乡镇便
民服务中心及村级活动场
所的建设等。

公务用车存在5大问题

株洲县财政局分管公务
用车的副局长胡德金介绍，
经核定， 株洲县公务车辆编
制为387辆。 按照自查报表
统计， 该县在用公务车辆
398辆，主要存在以下5大问
题：超标准配备，超编制配
备，以企业、私人、协会名义
购置使用，以各种名义长期
借用、调用车辆，公车私用。

上周五， 株洲县对整治
公务用车提出“八个一律”：
今年一律不再购买公务用
车；超标超编车辆一律收缴、
集中封存； 其他违规公务用
车一律收缴； 超标车辆一律
拍卖； 其他违规公务用车一
律统一调剂；借用服务对象、
管理对象的车辆一律退还；
严禁公车私用， 严禁公车私
驾， 严禁非工作时间使用公
车，严禁违规占用公车；清查
登记结果一律进行核实。

拍卖收入用于民生事业

今天上午， 记者在现场
看到， 不断有机关单位的司
机开车前来主动上缴车辆。
至下午5点，该县公务用车管
理办公室已收缴违规公务车
25辆。

“对一些单位借用的公
务用车一律退还， 借出县
外的县内公务用车一律收
回。 对隐瞒不报、 逾期不
交、 顶风违规使用的单位
和个人， 县纪检监察部门
以违纪论处。 如确需办公
用车， 则由办公室进行统
一调配。”胡德全介绍。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唐红宇 张爱军

明年长沙本地菜要产50亿公斤

两大批发市场将设本地蔬菜直销专区

《意见》还表示，进一步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成立长沙市人民政府“菜
篮子”工作领导小组。“菜篮子”年度目标完成情况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

长沙农业部门将明确在非建设用地范围内设置蔬菜保护区， 未经市政府
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保护区蔬菜基地性质和用途。

另外， 长沙市政府逐年加大对蔬菜产业的扶持力度。2014年长沙市专
项安排蔬菜产业发展扶持专项资金为6700万元。

一天收缴25辆违规公务用车
株洲县整治公务用车；违规超标超编车下月拍卖

市政府将设
“菜篮子”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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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7日讯 占地156
亩、总投资4.12亿元的长株潭广联
交易市场于4月18日上午在长沙
县安沙镇毛塘工业小区内试营
业。这标志着湖南唯一、中南地区
最大的生猪活体交易中心和进出
口食品展示、交易、配送中心正式
落户长沙。

【食品安全】
动物福利屠宰 ，
“农场到餐桌”全程监控

长株潭广联生猪交易市场有
限公司总经理朱永胜介绍， 为了
保障市民“舌尖上的安全”，广联
交易市场依托新五丰的雄厚实
力，构建了“从农场到餐桌”、贯通
饲料、种猪、生猪规模养殖、交易、
屠宰和鲜肉加工及销售各个环节
的全程监控体系， 确保了肉品的
源头安全及质量的可追溯性，从
源头解决了食品安全问题。

“养猪场地选择； 饲料自产
自用；养猪生产管理、屠宰加工，
全部自繁自养自宰， 集约化养
猪，统一生产标准，统一管理，产
品质量全程可按批次追溯，对每
批次肉品以欧盟标准自主检
测。”朱永胜说，全程监控确保肉
品安全可靠。

长株潭广联交易市场从荷兰
引进先进屠宰生产线对生猪进行
动物福利屠宰： 采取国际先进方
式，宰前静养、听音乐；屠时淋浴、
三点电麻无痛宰杀、 轨道封闭式
烫毛和同步检疫； 宰后两段式排

酸等先进工艺。“先进屠宰方式可
以最大限度减少生猪的应激反
应，确保猪肉质量。”

【市场规模】
湖南唯一、中南最大
生猪活体交易中心

据悉， 该项目2.2万吨库容的
冷库已投入使用，3万余平方米的
冷冻品交易市场也已建成， 市场
内245个商铺已签约100个；70万
头/年的生猪屠宰场及白条批发市
场已基本建成、1.8万吨冷库也已
封顶。“市场项目全面建成后，将
成为湖南唯一、 中南最大的生猪
活体及肉类产品交易综合批发市
场。”朱永胜说。

“我们的信心来自于强大的
股东支持。”朱永胜说。大股东，湖
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是目前湖
南最大的中央储备肉代储企业、
内地供港澳口岸公司中最大的活
猪出口商、 全国最大生猪活体储
备商和商务部全国20家重点应急
保供骨干企业之一。

目前， 长株潭广联生猪交易
市场项目被列为省市县三级重点
两帮两促项目， 是国家重点扶持
项目、 商务部现代服务业综合试
点项目、 商务部农产品现代流通
综合试点项目、 商务部肉菜流通
追溯体系建设试点项目， 同时是
五里牌等长沙市城区市场外迁的
主要承接单位。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三中心、
二平台、一园区”。朱永胜解释，三

中心即为中南地区最大的生猪活
体交易中心、 也是湖南省唯一生
猪活体交易中心；以油膘产品（全
国最大）为基础、特色副产为重点
的冷链物流交易配送中心； 中南
地区最大的进口食品展示、交易、
配送中心。 二平台即为放心肉可
追溯平台； 生猪产业健康发展国
家级调控平台。 一园区即为肉类
食品深加工园区。

【社会效益】
构建现代交易体系
成为市场“稳压器”

“时而跌跌不休， 时而节节
攀升 。”近年来，我国生猪市场

大起大落要么伤了生产者要么
伤了消费者， 严重影响着产业
发展和居民消费。“借鉴国际经
验，更加注重运用市场机制，打
造现货交易、电子商务、期货交
易等全新交易体系， 是生猪肉
类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唯一出
路。”朱永胜说。

广联项目涵盖冷库、 屠宰和
交易市场三块。 猪价如果持续低
迷，可利用冷库收储冻肉，等价格
回暖时出售， 冷库对平抑猪价波
动、抵御行业风险有较大意义。

“建立了电子竞拍交易系
统， 实行全国统一集中竞拍 ，
减少中间环节 ， 降低交易费
用 ， 保护养殖户及贩运商利

益 ，通过竞拍 、交割 、结算工作
无缝对接 ，使生猪交易活动高
效、便捷、安全。”

以上这些措施， 将使长株潭
广联生猪交易市场成为猪肉市场
的“稳压器”， 朱永胜说， 水陆空
三维立体交通网络全面覆盖及
96516呼叫订购平台更新升级，以
“U鲜”高端品牌冷鲜肉和“农丰”
大众品牌肉， 丰富老百姓放心肉
菜篮子， 该市场也将成为我省生
猪及肉类产品吞吐港。

现代交易体系建成后， 起伏
不定的猪肉市场将更“淡定”，朱
永胜说。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李国平

“农场到餐桌”全程监控，生猪市场“稳压器”

中南最大生猪肉类交易市场落户长沙

广联交易市场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