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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农居对接面临的众

多困境呢？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联

合会计划，下一步，增加两辆“农居

对接”运营车，在瑞安市区租赁一

个周转站，用于储存当天没有销

售完的干货等物品。“希望通过扩

大规模，增加‘农居对接’工程的影

响力，那购买的百姓也就会随之

增加了。”林上星说。

黄则强等人也已经思考了

一段时间。“我们正在考虑在社

区设实体销售点，依托小区里

的便利店、物业管理点来帮忙

代销。”黄则强说，这样可变摆

摊式为固定销售点，合作社只

需要每天负责配送和回收就可

以了。

他认为，这样一来，蔬菜

直通车的覆盖范围就广了，也

无需受时段的限制。这项工

作，黄则强正在和一些社区协

商。

黄则强还打算增加销售的

品种，增添市民需要的调味

料、鱼、肉等品种。他认为，

现在的销售方式还太单一，如

果打造一个电商平台，让市民

可以网上下单，将市民的需求

收集过来后，借助在小区代售

的便利，就近送货上门。

“时下的年轻人，已习惯

网上购物，蔬菜等菜品，如果

能保质还能在最短时间内送货

上门，一定会受到他们的欢

迎。”虽然发展艰难，但黄则强

对未来仍充满憧憬。

马屿镇友联果蔬专业合作社实

行多品种蔬菜进社区——“农居对

接”，已经1年多了，发展情况如

何？连日来，记者采访了“农居对

接”销售点及相关合作社，发现既

便民又为农民增收创造机会的“农

居对接”已有初步进展，但步伐缓

慢，举步维艰。友联果蔬合作社负

责人黄则强正想从改变思路、增加

品种、拓展销售渠道入手，扭转局

面。

设摊难 成本高 利润低

“农居对接”，平价菜如何才能卖得好？
■记者 黄丽云 / 文 孙凛 / 图

早上6点，马屿镇友联果蔬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黄则强等人驾驶

着蔬菜直通车，来到市区风荷小

区门口，他们将各个品种的蔬菜

及鸡蛋大米等食品，从车上搬下

来，摆放在小区门口的空位上。

初夏的清晨凉爽，但黄则

强晒得黝黑的脸上，已挂上了

不少汗珠。

不一会儿，早起的大妈们

就围了上来。正在挑选西红柿

的陈女士对这种“农居对接”

的方式表示赞赏：“菜市场买菜

比较远，‘农居对接’销售点就

在小区里，买好菜再去上班也

来得及。”

“‘农居对接’的蔬菜都

来自我市农产品基地，吃得放

心。”杨女士是风荷三期的住

户，她每周一、周四都会到这

里来买菜，是“农居对接”的

铁杆粉丝。

据了解，2011年，我市农

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提出“农

居对接”工程，成立初期，由

联合会自主经营。2013年，联

合会将“农居对接”项目承包

出去，由马屿镇友联果蔬专业

合作社承租，我市首个“农居

对接”平台由此搭建完成。

一年多以来，“农居对接”

的蔬菜直通车已开进市区10个

社区，周一至周日轮流销售，

根据社区大小不同，每个社区

每周定点销售 1 至两天，时间

大致为上午6时到11时。

放心菜受市民欢迎

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

会长林上星告诉记者，常年

来，“农民卖菜难，市民买菜

贵”，联合会成立“农居对接”

工程最初的设想是，建立起从

“生产基地”直达“消费者家门

口”的超短流通模式，减少蔬

菜中间流通环节的成本投入，

让农民和居民都受益。

“项目开展之初，在市农

林局等单位帮助下，省里有相

关资金对前期购车等项目进行

补贴。”林上星说，2013 年，

“农居对接”购进的两辆车，分

别由马屿镇友联果蔬合作社和

高楼镇富硒紫山药合作社承

包，分送社区和企业两条线。

友联果蔬合作社采用略高于

批发价的价格，与种粮大户项宝

荣及梅屿蔬菜合作社的部分农民

签订长期购销合同，并以低于市

面价格的方式惠及市区各大社区

居民。此外，这些蔬菜和大米均

属于绿色无公害产品，所有产品

均有源头可追溯。

在前期工作中，市农林局为

让蔬菜直通车顺利进入社区，召

集了社区的相关负责人协商沟

通，希望他们能加强宣传，为蔬

菜直通车留出一个相对固定的地

方让其停靠。

经过发展，目前，“农居对

接”点销售的产品达数十种，其

中蔬菜10余种，其余的还有大

米、鸡蛋等餐桌上的必需品。

建立超短流通模式

然而，看似前程似锦的“农

居对接”工程，眼下却有些举步

维艰。

首 先 ， 场 地 问 题 很 难 解

决。黄则强说，虽然这10个社

区，经过前期洽谈，都有一个

相对固定的地方可以摆放，但

毕竟不是合作社自己的场地。

有时，黄则强满心欢喜地载着

满满一车蔬菜过来，却发现位

置没了。“前晚有人在那里停

车，早上还没开走，我们就没

地方可摆放了。”

少部分居民对他们占据小

区场地摆摊也有看法。”毕竟出

入的地方摆着个摊子，不是件让

人舒服的事，有时城管也会要求

我们把蔬菜收起来，将车开走。”

黄则强说，古时人说“一分钱难

倒英雄汉”，我们是被“一分地”

难倒了。

此外，独立运营配送成本高

产品量不大，利润难保证，是“农

居对接”工程的另一个硬伤。“有

市民会问我们，蔬菜和副食品都

有，肉类怎么没有？”黄则强说。

由于要准备新鲜蔬菜等几十样

产品，合作社人力还有限，“一辆

车”比起品种繁多的菜市场，确

实有较大差距。

销售点有限、产品少，销

量自然跟不上，直接导致利润

空间有限。黄则强介绍，一般

情况下，一辆蔬菜直通车多个

社区踩点，每天的销售量仅一

两千元，利润不足300元。

利润少导致极少人愿意从

事农居对接工作，目前，仅有 3

人为该项工程工作，一位负责开

车兼销售、一位负责采购和后勤

事宜、一位专门负责销售。“缺乏

人手，许多工作都没办法开展，

农居对接工程就难以扩大发

展。”黄则强说。

独立运营配送成本高

准备触网接地气

通过“农居对接”，人们

最直观的感受是，蔬菜价格降

了。

但采访过程中，记者却没

有感觉到菜农的欣喜，而是体

会到农民想要另辟蹊径增收的

困难。

“忙碌了一天，日均利润

不到 300 元，还需要支付人工

费用。”这是眼下，黄则强的

处境。黄则强曾是马屿远近闻

名的“富民书记”，与普通的

农 民 比 ， 他 手 上 有 更 多 的 资

源，他想实现合作社和农民增

收，依然那么难，更何况是普

通的农民呢？便民的“农居对

接”工程，能否可以更大范围

打通农民和市民之间的通道，

让来自田间地头的蔬菜瓜果以

最优惠的价格到达市民手中？

在这里，市民和农民更期盼的

是，相关的部门能给予“农居

对 接 ” 更 多 实 质 性 的 帮 扶 手

段，让惠民工程走得更踏实。

[记者手记]

股票

看平
上海证券：
周三股指低开后低位震

荡，小盘股跌幅较大，题材

股出现分化走势，热门板块

依然较为强势。技术面来

看，近期成交量持续萎靡，

均线群开始集体拐向，沪指

向下概率较大，深成指走势

疲软且无明确方向性，成交

量持续萎靡，同样加剧下跌

风险。创业板反弹受挫，或

转向区间震荡，均线群再度

交织缠绕，风险正在聚集，

未来将有方向性选择。

期货
浙商期货：
周三国内商品期市总体

呈现震荡偏强走势，其中胶

合板延续周二的强势，再涨

3%，但因上方产业卖出套保

压力，不宜过分看高，建议

等待上涨动能减弱，轻仓短

空。白糖震荡小幅收高，工

业库存偏大，下游消费没有

明显启动，基本面没有发生

实质性的转好，短期难有单

边行情，预计仍将震荡格

局。铜高位震荡，供应阶段

性紧张，但淡季效应逐渐显

现，短期或震荡小幅反弹，

建议观望。

（分 析 师 观 点 仅 供 参

考，不构成投资建议）

（陈成成）

周 三 两 市 双 双 低

开，从盘面上看，除次

新股、集成电路和能源

类 板 块 表 现 相 对 出 色

外，其余各板块题材普

遍出现调整的走势，国

产软件、云计算、网络

彩 票 概 念 股 跌 幅 居 前。

截 至 收 盘 ， 沪 指 报

2025.50 点 ， 跌 幅

0.41% ， 成 交 559 亿

元 ； 深 成 指 报 7217.65

点，跌幅 0.32%，成交

858亿元。

在沿江社区，市民在“农居对接”点购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