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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十三五”规划中提出，2020 年安阳市将

建成现代农业示范市。 其中形成 100 万亩优质高效

瓜菜菌、50 万亩生态循环农产品等五大农产品生产

基地，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

农业现代化道路。 为了提升安阳市现代农业示范市

的水平，我们认为保证农产品质量“最先一公里”的

冷链建设这一重要环节需要引起重视。
蔬菜、水果属于生鲜农产品，尤其是蔬菜，采收

后生命活动主要体现在呼吸作用方面。 蔬菜采摘后

呼吸作用所需的原料只能依赖本身储存的有机物质

和水，呼吸强度和外界温度呈正相关，温度偏高则加

剧消耗自身营养，蔬菜出现萎焉、褪色、黄化、腐烂，
失去商品价值。 而冷链体系正是控制采后的呼吸强

度，采用冷链保存可以减少体内物质消耗，保持良好

的商品外观。
据统计， 我国鲜活农产品通过冷链流通的比例

只有 5%，远低于发达国家 85%的比例，由此造成每

年约 1 200 万 t 水果、1.3 万 t 蔬菜浪费， 损失 1 000 亿

元以上；初级农产品产地采摘预冷、分级、加工、包装

及仓储等环节，至移交物流运输之前的冷链物流“最

先一公里”建设问题尚未解决，田间热加速蔬菜等农

产品呼吸消耗，缩短产品保鲜期，该环节产品腐损率

高达 20%以上。 冷链的不完善或缺失，将会产生以下

影响：一是农产品的品质、商品性降低；二是市场调

控能力减弱，可能形成卖菜难、买菜贵；三是农产品

流通性受到地域局限，市场竞争能力不强，影响农产

品市场份额；四是农产品的保鲜期缩短，给农产品品

牌创建带来困难；五是农产品损耗增大，收益减少，
减弱农民种地的积极性。 这些问题的存在,将会影响

到安阳市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市的进程。 因此，提出以

下五点建议。

1 科学规划
建议在制定安阳市农村经济专项规划时， 将安

阳市特色农产品冷链物流“最先一公里”建设列入五

年行动计划重点项目，选择规模化特色基地、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开展试点工作。 同时，针对安阳市农产

品生产规模和当前国际冷链物流发展趋势 , 采用真

空预冷等先进的冷藏设施， 提升安阳市采后冷藏水

平，延长农产品保鲜期。 积极引进小批量、多品种的

小编组机冷车，满足市场对多品种、小批量货源运送

的需要。

2 整合资源
针对安阳市农产品冷链物流现状， 以生产基地

为中心，以各县市区冷库为中转，以各超市冷藏车为

纽带，建立农产品冷链配送系统。 农产品采摘后，按

就近、方便原则，迅速预冷、冷库储存，经整理、包装、
贴签后，由冷链配送车发送。

3 大力扶持
参 照 国 外 农 产 品 冷 链 基 础 设 施 由 政 府 投 资 建

设、专业公司管理的成功经验，建议由财政投资或专

项资金入股（PPP 模式）建设基地冷库、仓储及分级分

拣设施， 并给予特色产品包装成本 50%以上的补贴

打通农产品“最先一公里”
助推现代农业大发展

摘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蔬菜水果的保鲜营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文章介绍了其共性：
呼吸和保鲜的必要性及其规划，整合资源等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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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参展等特色品牌推广费 100%补贴。 采取“政府引

导、企业运作、规范管理、配套环境、做强做大”的原

则，引导省内外投资企业参与农产品冷链配送体系

建设， 鼓励本土企业以土地使用权、 固定资产、 品

牌资产作为资本投资， 采取多种形式， 参与建设和

经营。 对符合市场准入条件， 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

物流企业， 在土地、 资金、 税费等方面视同工业企

业对待。

4 制定专项标准规范

建议市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调研安阳市农产品冷

链物流现状， 从安阳市市情出发， 完善相应技术标

准，将各环节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系统化的模式，把握

市场需求， 遵循市场规律， 制定出台特色农产品预

冷、包装、分拣分级等与国际接轨的冷链物流操作规

范和技术标准。 建立质量检查与监督机制，带动一些

相应产业，让蔬菜产业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5 完善合作组织的功能
开展规范化生产，通过税收、科技、机械服务等

优惠措施，吸引小农户加入合作组织。 加快对传统合

作组织升级改造，提升服务功能，为农户提供产前、
产 中、产 后 服 务，实 行 统 一 标 准、统 一 管 理、统 一 认

证、统一调整种植结构等规模化生产经营，确定其法

人地位，使其在农产品供应中承担重要角色，确保农

产品质量和数量适应现代冷链物流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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