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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农产品物流园自建
成以来，已逐步发展成为标
志性的蔬菜物流运输园区。
每年从春到冬，这里总是一
副繁忙的景象。寿光的蔬菜
要从这里走向全国，全国各
地的蔬菜也要在这里寻找买
家。走进寿光物流园，在宽
广的道路两边建设有庞大开
阔的交易大厅。每座交易大
厅中交易的蔬菜品种各有不
同，有的是叶菜，有的是耐
储存蔬菜，有的是茄果类蔬
菜，有的是冷链运输蔬菜。
物流园对每种蔬菜分门别
类，实行分区交易，既方便
了客商采购，有序交易，也有
利于交易数据的统计。在每个
交易区的上面，还悬挂着标识
牌，牌上写明交易蔬菜品种与
负责人姓名，便于园区对蔬菜
安全进行检查和追溯。

据介绍，寿光全年蔬菜种
植面积60万亩左右，目前在
田的蔬菜一般是8月-9月定

植，10月份陆续进入采摘期。
寿光物流园的蔬菜交易辐射
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
远销东南亚及俄罗斯等国家，
旺季时，每天进入物流园的运
输车辆有4000多辆。目前，寿
光物流园交易的蔬菜品种达
到 100 多 种 ，日 均 库 存 量
7000 余吨、交易量近 5000
吨，园区蔬菜品种丰富、供应
充足。

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到
千家万户，历来备受关注。近
年来，寿光全面推行蔬菜质量
全域网格化监管，建立“生产
有记录、信息可查询、流向可
跟踪、责任可追究”全程追溯
体系，打造市镇村三级检测体
系，实现上市蔬菜抽检“全覆
盖”。每天凌晨，寿光物流园检
测中心工作人员就开始抽样
检测蔬菜样品，每天检测
1400批次左右。工作人员介
绍，对进入园区的蔬菜，检
测中心会第一时间进行抽

检，大约 20 分钟就会出结
果，只有抽检合格的蔬菜才
允许进入销售渠道。

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
寿光物流园还构建了专业的
价格分析平台，推出寿光蔬
菜价格指数，为菜农、菜商
的交易提供参考。寿光蔬菜
价格指数于2011年4月20日
正式对外发布，可以及时反
映寿光蔬菜各品种的价格变
化情况，综合反映蔬菜产品
价格和发展趋势，被称为全
国蔬菜价格和交易趋势的

“风向标”和“晴雨表”。该
指数是在科学的商品分类基
础上，选择有代表性的蔬
菜，采集其成交价格、成交
量、成交金额等数据编制而
成的。物流园每天早上9时
正式对外发布最新的蔬菜价
格指数，为政府部门提供一
手的价格咨询和供求信息，
指导菜农、批发商等进行合
理的生产配置。

强前端 稳供应 现代化物流让蔬菜更好“卖”

看变迁看变迁 谱新篇谱新篇
非凡 年 山东寿光不仅是蔬菜的生产中心，也是蔬菜的物流中心。寿光蔬菜能够走上千

家万户的餐桌，得益于寿光稳步完善产业链前端，推动现代化物流服务农业。无
论在各大型物流园还是在村头的蔬菜市场，番茄、辣椒、黄瓜、苦瓜……各种新鲜
蔬菜通过强大的物流运输体系运送到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运送到20余个
省、市、自治区，丰富了全国人民的“菜篮子”。

在蔬菜物流体系构建
中，遍布寿光村头的蔬菜市
场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近年来，许多村头市场面对
越来越庞大的市场和众多菜
农，也逐步走向了智慧化。
在位于孙家集街道一甲村的
一处蔬菜市场，便利的“智
慧秤”早已得到了应用。菜
农只要拉着蔬菜在地磅上走
过，就能看到所有交易数
据。这是寿光蔬菜智慧管理
服务平台的蔬菜交易终端系
统，由一卡通、LED 显示
屏、电子地磅等设备组成，

已经安装在了全市的许多蔬
菜合作社里。菜农在过秤后
划一下卡，LED显示屏就会
显示蔬菜品种、数量价格、
回款状态等信息，并形成电
子记账本，一目了然，公平
便利。同时，这些数据也会
传送到寿光市政府大数据中
心。寿光市各级农业农村管
理部门能即时统计出每个农
户、合作社的交易数据，对
蔬菜品种、交易数量、交易
价格进行掌握。农户通过微
信小程序，不仅可马上看到
卖菜款是否到账，还可根据

市场行情，调整卖菜时机。
在寿光孙家集街道岳寺

韩村蔬菜购销处，菜农在电
子屏幕前刷脸、调出个人账
号。电子秤称重后，信息随
之自动录入账号，菜农和菜
商都能依据这些账目结算。
这是另外的一套智慧蔬菜市
场系统。开发人石旭介绍：

“运用信息化技术，把传统
记账方式升级为电子记账。
利用人脸识别技术，为每一
个菜农建立个人账户。这样
的话，菜农出售的每一车蔬
菜都会录入账户，包含交易

时间、品种、重量、去皮重
量、单价、总价等等信息。
菜农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中随
时查看账目，卖了多少钱，
什么时候称重的，什么时候
结 账 的 ， 点 开 就 能 看
到。” 石旭和他的团队服
务的不仅有菜农，还有合作
社、批发商、采购商。用户
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服务
模式。“平台一个非常重要
的作用就是能实现账目信息
的全同步，让合作社、村头
市场的业务信息记录更详
细，自动生成的账目信息，

让他们摆脱了传统的纸质记
账方式，解决记账难、管理
难、对账难的问题。”考虑到
菜农对手机使用熟练程度及
特性，石旭尽量简化流程，让
操作更加简单。菜农将信息
录入系统后，每次去市场、合
作社卖菜，只要站在电子屏
前“刷脸”，就能迅速调出账
户，把当天的交易过程记录
下来。菜农随时随地都能查
询，与市场、合作社比对。目
前，已有50余家合作社推广
了这一系统。

本报记者 王凯旋

寿光物流园：多方位服务蔬菜交易

村头市场走向了智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