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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怀远

园区企业

公开数据显示，受

冷藏库存、冷链运

输能力不足，缺乏

冷冻冷藏设备和

专业技术等因素的影

响， 中国每年有 30%到

40%的果蔬产品， 在储

存或运输的过程中出现

腐损，经济损失在 1000

亿元以上。

不仅如此， 由于生

产流通信息不对称以及

“冷链” 的缺乏和断裂，

生鲜农产品大规模集中

上市前后， 往往会出现

农产品严重滞销和价格

剧烈波动，“菜贵伤民、

菜贱伤农”时有发生。

据行业机构预测，

到 2025 年，中国冷链食

品需求将从现在的 2.0

亿吨增长到 4.5 亿吨。

专家表示， 提升农产品

冷链物流水平、 降低农

产品流通损耗， 已是促

进农民增收、满足消费、

保障生鲜农产品质量安

全的当务之急。

“发展农产品冷链

物流已成为保护农产品

品质，减少营养流失，保

障食品安全的必要手

段， 更是农业加工企业

发展的新契机。”安徽省

怀远县兴达实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杨国领向记者

表示。兴达实业通过“合

作社 + 基地 + 农户”的

形式与农户结成利益共

同体的做法更是值得农

业加工企业借鉴。

蔬菜冷储，价值翻番

本报记者 张博

兴达实业:

发展冷链物流，破解农产品涨跌怪圈

作为江浙沪区域重要的“菜篮

子”，安徽蚌埠每年都有大量蔬菜销往

全国各地。为此，《中国企业报》记者专

程走访了当地唯一一家蔬菜冷链流通

企业———安徽省怀远县兴达实业有限

公司， 了解一线蔬菜冷藏冷链企业发

展的具体情况。

“发展农产品冷链物流已成为保

护农产品品质，减少营养流失，保障食

品安全的必要手段， 更是农业加工企

业发展的新契机。 ”兴达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国领向记者表示， 通过一系

列的产地预冷、冷库以及加工措施，可

以有效延长农产品货架周期， 这样直

接拓展了本地蔬菜的销售区域， 还通

过错季销售，增加了农产品的附加值，

最终实现农民增收。

“安徽是蔬菜生产大省，每当蔬菜集

中上市，价格都会出现波动。由于市场的

需求量下降， 价格往往也下跌得比较严

重。所以我们决定先将蔬菜进行冷加工，

再上市销售。”杨国领说。“例如我们的青

豆、蒜薹收下来之后去壳去根、筛选，再

用特殊的工艺进行纯物理加工， 保存在

低温冷冻库里。 经过这样处理的蔬菜不

仅可以保持作物本身的新鲜度， 还可以

保持蔬菜的色泽，和刚采摘下来的一样，

而且保持时间也比较久。 ”

如此一来， 避免了市场上蔬菜价

格忽高忽低，甚至滞销的风险。“如果

这些青豆现在直接卖掉的话， 每斤大

概只有 2.5元左右，但是经过加工冷冻

后价格要翻上 2、3 倍，大白菜、洋葱在

加工后价格也要翻上一倍左右。 ”杨国

领说， 通过现代技术将传统农作物进

行深加工，是现代农业的一条新出路，

既能保证市场，也能保证价格。 目前，

他们公司的冷加工蔬菜除了大青豆

外，还有蒜薹、大白菜、洋葱等。

一般来说，冷藏冷链企业更注重运

输和流通环节，他们通常都是到各生产

基地或农户手里批量采购农产品。而兴

达实业从创立之初就确定了生产基地

直供模式。 2008年，公司与当地农村合

作社 200余户农民签订供销协议，公司

向农户提供良种和种植技术，按照绿色

食品的标准进行种植和田间管理，并辅

以专业冷藏加工，从“田间至餐桌”实现

全程可追溯，限时配送，确保新鲜与健

康。

记者从兴达实业了解到，公司目前

已拥有兴达实业的冷藏保鲜产品“梅

桥”牌蒜薹、大青豆已于 2006年通过绿

色食品认证，并获得蚌埠市优农产品等

称号。 据杨国领介绍，公司的冷藏保鲜

蔬菜全部供给江浙沪等地市场，客户主

要是餐饮服务和生鲜电商企业。

不仅如此，公司还积极同济南果品

研究院、安徽科技学院工学院、江南大

学等科研院开展合作，共同加强大青豆

等本地特色蔬菜的保鲜产品、方便食品

以及大蒜精油胶囊等产品开发及产业

化工作，以延长产业链。目前，公司按美

国 FCC标准加工生产的大蒜精油产品

已经全部出口美国、西欧、日本等国家

和地区。

杨国领向记者介绍说，为确保生产

的各种蔬菜及当地的订单蔬菜能够畅

销南方市场，公司在联合农户建设生产

基地的基础上， 配套建设了 2000吨保

鲜库 2座、1500吨冷冻藏库 3座，及日

加工能力 200吨的大青豆剥壳速冻生

产线一条。 为了扩大生产规模， 又在

2013年新建 5000吨速冻保鲜库一座，

并已投入使用。目前公司已形成年冷藏

保鲜蒜薹 2000吨，加工、冷冻保鲜大青

豆豆仁 2000吨，大白菜、洋葱 800吨的

生产规模。

“以冷链保鲜体系和成熟稳定的

市场为依托， 目前公司的产品供不应

求， 基本解决了限制本地蔬菜产业发

展的销售瓶颈。 ”杨国领表示，通过与

当地蔬菜户、 销售专业合作社签订订

单销售协议，截至 2013 年底已发展订

单农业 5 万亩以上， 年外销订单蔬菜

数万吨。

据记者了解，兴达实业的具体做法

是通过“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形式与

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与农户签订购销

协议，通过支付定金，设立保护价（市场

价高于保护价，按市场价收购，市场价

低于保护价，按保护价收购）盈余返还

等方式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失。

同时， 企业通过向合作社成员无

偿提供种植技术，统一采购供应苗种、

有机肥，对农民购买有机肥、农药等方

式给予补助。 在确保蔬菜种植户的利

益不受市场变动影响下， 以保护价为

基础随行就市收购当地菜农的蔬菜，

有力地解决了当地菜农的后顾之忧。

2008年， 合作社与企业合作的第

一年，就实现了销售收入 5033万元，利

润 421万元。 目前，已建立大青豆—大

蒜模式化生产核心基地 3.5 万亩，采用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形式，辐射带动

大豆生产基地 10余万亩， 带动周边县

区 15000户，帮助农民增收 3500万元。

“我们企业还会不定期邀请科研

院所的专家为合作社的农户举办农作

物科学种植技术培训班， 发放有关大

青豆种植技术资料。 ”兴达实业的工作

人员向记者表示，5年来合计培训农民

200人次， 直接带动附近农户 1114户

（2500 人）进行大青豆种植，间接带动

农户 2000 户（4500 人）进行大青豆种

植，覆盖全县大部分农户。

而公司和合作社的发展壮大，也

带动了周边流通、加工、包装、运输业

的发展，带动就业将在 100人以上。 通

过吸收农户在企业及合作社务工和学

习实践，将他们从自家耕地解放出来，

实现在家门口的就地转移，“既当地主

又当工人”。 在确保农民增收的同时，

为公司解决了用工人员， 实现了农企

的互惠双赢。

专家介绍， 蔬果的冷链物流比一般常温物流系统的要求

更高、更复杂，建设投资也要大很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而目前大多数的物流企业是从过去传统体制下的贮运、贸易、

批发行业转型而来，贮运设备只能适应通用性贮运，无论质量

和数量都难以满足包括果蔬在内的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要

求。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 兴达实业的负责人及其他一些蔬菜

冷藏冷链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表示， 缺少资金支持是目前蔬菜

的冷链储存、运输少之又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兴达实业副总经理杨瑞告诉记者， 目前公司扩大生产规

模的主要限制就是缺少资金支持，由于公司的生产加工、储存

能力有限，只能辐射到附近的县市农户。“最近我们也在和银

行联系，希望能通过贷款的方式解决资金的问题。”杨瑞说。而

一家蔬菜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 由于种植户把绝大部分资金

都投在蔬菜的种植上， 因此根本没有能力建冷库和购买冷链

配送车辆。

“像大白菜、土豆这类大众蔬菜，很多货主宁愿把蔬菜放

坏掉也不愿意入保鲜库，因为收上来的价格本来就不高，入库

的花费比蔬菜本身的成本还高。所以在仓储这一项上，就已经

有些蔬菜出现不新鲜的情况，再加上后来的运输时间，农产品

选择非冷链物流的运输方式的总体损耗率估计能达到 1/3。 ”

这位蔬菜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

记者采访中了解，制约普通蔬菜冷链储存、运输的最大障

碍还在于投入和产出的严重不对等。在北京新发地市场，一位

山东商贩告诉记者，由于冷藏车运输成本太高，装载量又少，

运输普通蔬菜根本不划算。“如果使用冷藏车每小时就要多烧

5个油。 要是不使用冷藏车，一些保质期短的蔬菜也需要事先

到冷库预冷，再使用保温措施进行远程运输。 ”这位商贩告诉

记者，一般蔬菜预冷时间为 24 小时，每吨费用要 60 元，再加

上搬运费等，一吨蔬菜装上车成本至少增加 80元。

即使不考虑专业车辆的采购价格， 蔬果的冷链配送成本

也是普通常温配送的 130%—150%。 对于普通的蔬菜而言，使

用普通车辆运输，即使蔬菜有损耗，也比用专业冷藏运输车辆

成本低。 因此目前冷库及冷链运输车辆基本上只负责附加值

高的香菜、菠菜等叶类菜。

绿色种植，延长产业链

订单农业，农民增收之路

蔬果冷储冷链，需破资金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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