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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顺应城乡融合发展新趋势，近年
来，四川省达州市供销社系统充分发挥
“一头连农民、一头连市民”的独特优势，
把农产品产供销一体化作为“富裕农民、
服务市民”的重要抓手，通过做实生产
链、畅通流通链、拉长服务链，积极为全
市“米袋子”“菜篮子”“肉盘子”产品价稳
量足贡献供销力量，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做实生产链
助推农民增收致富

达州市供销社结合区域资源禀赋和
产业发展特点，围绕花椒、蓝莓、黄花、食
用菌等特色农产品，采取“龙头企业 +农
民专业合作社 +基地 +农户”的模式，实
行协议价或市场保底价收购，推进标准
化、规模化、绿色化生产示范基地建设。
全市供销社系统建成自营蔬菜种植基地
4.8万亩，战略合作基地 23万亩，开展合
作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50 余
家，带动农户 5.8万余户，年户均增收
2300元以上。

顺应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达
州市供销社主动承接“巴山食荟”区域公
共品牌运营管理工作，以花椒、蓝莓、黄
花、食用菌、茶叶等特色品牌农产品为重
点，开展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
培育“供字号”特色农产品，实现由卖产
品向卖品牌转变。组织全市 83家农业龙
头企业、211种产品成功申报集体商标，

一季度销售农产品 1150万元，同比增长
13.6%。
达州市供销社坚持多方联动、多层

合作、多元发展，以绿色发展为导向，以
科技创新为支撑，统筹抓好特色农产品
初加工和深加工，构建生产、保鲜、烘干、
加工、收储、物流、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
链。全市供销社系统已建成花椒、蓝莓、
黄花、米线、面条、调味品等加工基地（产
业园）6个，培育加工企业 11个，吸纳务
工农民 600余人，形成产业附加值 2.8亿
元。

畅通流通链
做强做优城市供销

达州市供销社积极拓展流通网络，
加强产地市场、集配中心、农贸市场、生
鲜超市、中央厨房等建设，构建联结产
地到消费终端的农产品市场网络。采取
层级合作、股份合作、资源合作等方式，
培育了巴山食荟科技公司、农业发展公
司等一批社有农产品骨干流通企业。建
成城乡直供直销网店（点）63 个，农产
品配送中心 8 个，特色农产品展销中心
6个。

围绕破解“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
下乡”双向流通不畅难题，达州市供销社
坚持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网购网销同步
推进、物流配送一体建设，推进农村电子
商务发展。相继上线运行“达州菜篮子”

“达川供销商城”等 5家电商平台。市、县
供销社共同入股，组建达州市供销网优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筹运营全市供销
电商资源，搭建供销社系统市级电商平
台，打通本地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

与此同时，达州市供销社整合资源，
创新“生产基地 +中央厨房 +N”的产销
模式，推行基地直采、净菜加工、冷藏保
鲜和物流配送一体化服务。省、市、县三
级供销社共同入股组建达州珍硒农产品
有限责任公司，引导全市有市场竞争力
的农产品基地、农民合作社、加工销售企
业建立营销合作联盟，建成 3000余平方
米的中央厨房仓储配送中心，配备专业
冷链物流车辆 10台，为全市 100多家学
校、酒店、机关食堂提供放心食材精细、
精准配送。

拉长服务链
提升市民生活指数

为保障市民“菜篮子”安全，达州市
供销社积极完善食品安全追溯制度，建
立商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的质量追
溯体系，采集记录产品生产、流通、消费
所有环节信息，从采购到配送实行闭环
式服务，保障市民食品安全。组建成立了
达州市巴山食荟农业发展公司，建立从
农户到厨房的全流程化溯源保障体系，
开展大宗粮油贸易和生鲜配送业务，为
全市 26 所学校提供安全可靠的食品来

源，2023年，销售额超过 8000万元。
为实现田间到餐桌“零距离”，加快

城市生鲜超市和便利店建设，达州市供
销社以基地直采、独立包装、分箱装载、
冷链直达的方式将新鲜、免择蔬菜直运
便利店。建成“路程最短、果蔬最鲜、价位
最廉、健康有机”的城市社区时尚果蔬便
利店 30 个，推进蔬菜配送进社区（小
区）。珍硒公司开发线上生鲜采购小程
序，为市民提供便捷的线上购买食材服
务，“无接触”配送到社区居民手中。

全市供销社系统着眼乡村振兴新要
求，满足市民休闲、娱乐、体验、康养新需
求，将产业发展、功能拓展和综合服务集
成打造，积极推进产业兴旺、实景体验、
休闲康养为一体的山水田园建设，满足
市民亲山乐水“田园梦”。通川区供销社
以“川浙携手、产业共兴”为抓手，流转土
地 1万亩，聘请专家高起点规划，建成了
集蓝莓科普教育、酵素推广、产品展示于
一体的秦巴蓝莓现代农业园；万源供销
社井溪茶叶基地推行茶叶认养模式，认
养人利用手机监控自己的“一亩三分
地”，打造现实版的“开心农场”，实现“私
家田园梦”；宣汉蓝莓谷按 4A级旅游景
区标准，融“互联网 +农业 +文旅”一体
打造，建成高标准蓝莓产业基地 3000
亩，配套建设乡村旅游步道、民宿木屋、
儿童游乐园、恐龙园等景观，建成“山水
田园旅游综合体”，树立了供销服务市民
新形象。

新叶春景美如画，白茶采摘正
当时。在浙江省安吉溪龙恺昕茶园
绿油油的茶丛间，采茶工如彩蝶翩
飞。茶园老板沈旭恒紧紧握住特地
来察看茶树长势的土壤修护研究分
院白茶土壤修复专家张煊的手欣喜
万分：“太感谢你们了，是你们让我
的茶园迎来了第二春！”

“好白茶”的卫士团队

安吉白茶形似凤羽，其色滢玉，
其香馥郁，其味鲜爽，汤色清亮，叶
白脉翠，含人体所需 18种氨基酸，
深受广大爱茶者的喜爱。安吉县是
白茶原产地，拥有 20 万亩标准茶
园，年产安吉白茶 2500 吨，产值 32
亿元，带动种植户 2万余户，产业链
从业人员 19.8万人，人均增收 5000
元以上。

近年，茶农由于缺乏田间管理
指导，药肥施用不科学，导致土壤板
结酸化、根系萎缩、茶株枯死等严重
问题，威胁到了安吉白茶的产量和
质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安吉县供

销社会同下属农资公司及茶企茶农
多方施策，找到了一条测土配方、修
复土壤的方法。

2018年 5月，安吉县供销社依托
下属农资公司成立了全省首家土壤
修护研究分院，并在全县各乡镇设立
了 18家土壤修护工作站。经过培训
考核，张煊脱颖而出，成为研究分院
的土壤修复专家。张煊 2009年进入
县农资公司化肥部工作，凭着过硬的
工作能力和刻苦钻研的精神，很快成
为药肥技术方面的行家里手。进入土
壤研究分院技能专家队伍的六年来，
张煊和他的团队加班加点，跋山涉
水，深入田间地头，以辛勤的汗水浇
灌着安吉白茶的健康生长，默默守护
着 20万亩茶园的绿色生机。

“病土壤”的修复专家

一年半前，沈旭恒的茶园大面
积萎缩，茶树被严重晒焦、白枯，茶

株三茶不冒，秋梢不发。当时，虽然
沈旭恒已经赶紧追加了复合肥，但
是茶树仍旧整片整片地枯萎。“这是
缺肥还是缺水？”沈旭恒满脸焦虑地
看着一个电话摇来的白茶土壤修复
专家张煊。

初步检测了土壤的 pH 值，仔
细察看了茶叶的根系，凭着多年经
验，张煊初步判断了问题的所在：
“不是缺水，也不缺肥。恰恰相反，是
用肥过度，造成土壤严重酸化，有益
微生物死亡，有害微生物猖獗，引发
土壤板结、酸化、盐渍化，造成白茶
根系萎缩，不能有效吸收营养，进而
茶株萎缩甚至死亡。”

紧接着，张煊和工作人员分别
在茶园各处提取了土壤样本。这些
样本会带回土壤研究分院的实验室
进行检测、研究分析，并根据研究结
果制定出茶园修复方案。

一周后，茶园白枯萎缩的原因
找到了。土壤的 pH值为 3.81，严重

超出了 5.5—7.5 的酸碱度适宜标
准，有机质仅为 0.75%。同时，张煊
和他的团队制定了中和土壤酸性、
调节酸碱度，培养土壤微生物菌、改
善土壤结构，添加中微量元素、全面
均衡营养的固本培元、标本兼治绿
色解决方案，为茶园科学配置了“菌
肥 + 有机肥 + 复合肥”的施用比
例，并多次上山下地跟踪回访，反复
调试用肥比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沈旭恒的 50 亩茶园重新焕发了勃
勃生机。

配方治土跟踪指导

在为沈旭恒服务的时候，张煊
发现，当地大部分茶园都有白枯、萎
缩、减产等问题。为此，张煊和他的
工作团队跑茶园、访茶农，了解茶叶
生长习性，打听用肥状况，分析土壤
特性，最终得出“水肥施用不合理”
的结论。

“安吉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发源地，我们的解决方案首
先必须是绿色方案，其次要标本兼
治。通过科学分析，我和团队制定了
从调节土壤酸碱度入手，以微生物
改善土壤结构，微量元素均衡营养
的固本培元修复方法，通过配比菌
肥、有机肥和复合肥的措施进行土
壤修复。”张煊说。

查明了原因，确定了修复方法，
具体的修复工作却是一个大工程。
安吉的茶园分布于全县各地，每一
块问题茶园的地势、光照、药肥施用
程度均有区别，都需要单独检测，然
后再根据检测数值制定不同配比的
肥料。研究分院在 18家土壤修护工
作站设立了白茶修复专项，一个电
话就把研究分院的专家和工作人员
摇到山上。根据茶农的需要，专家和
工作人员对问题茶园的土壤进行采
集，免费检测，免费出具报告，免费
提供“一园一策”的修复方案。实践

中，张煊和他的团队研究出“5S 优
化施肥土壤修复方案”，通过分析检
测结果，调节碳基菌肥、硅基有机肥
和复合肥比例，提高土壤的有机质
和微量元素，改善土壤墒情、激发土
壤活力，提高种植效率。方案可操作
性强，在全县茶园施用和土壤修复
过程中取得了优异的效果。
“我们每年还要组织多场培训

活动，在白茶种植集中的乡镇免费
开展多场水肥管理、土壤修复的培
训。”安吉县供销社主任陈飞飞说，
“茶农太需要这样的培训了，很多茶
农缺乏技术指导只知道埋头施肥。
作物和人一样，不能只吃肉，不吃青
菜，土壤也需要均衡营养，不能只吃
复合肥氮磷钾，需要补充有机质、微
量元素，均衡营养才能保障白茶的
高产量和高品质。”

截至目前，土壤修护研究分院
已开展土壤修护专项培训 40余场，
培训人数超过 2.5万人次，免费开
展土壤检测 2100余次，出具检测报
告 1200 份，减免检测费用 120 万
元；制定“一园一策”土壤修复方案
150余份，建成土壤修护示范基地 8
家，成功修复茶园 5万亩。

浙文

为丰富商品供给、提升
自贡市农产品区域性公共
品牌“自然贡品”的知名度、
帮助本地农特产品销售，四
川省自贡市供销社积极发
挥商品流通优势，抢抓“五
一”节假日期间出行旅游热
潮及消费风口，采取“线上
+ 线下”联动方式，组织开
展“助农消费·供销大集市”
系列活动，既让本地市民、
外地游客真切地体验自贡
浓浓乡土“人情味”和城市
“烟火气”，又提升本地农产
品销量助农增收。

线上，自贡市自然贡品
商业运营管理公司于近期
上线微信线上小程序———
“自然贡品官方商城”，并开
始试运营。商城除经营自贡
市农产品区域性公共品牌
“自然贡品”系列商品及供
销扶贫商品外，还上线涵盖
超市日用百货、特色农产品
等 120 多个品类，超 1500
余种商品，可为用户提供商
品团购、预约配送等服务。
同时，针对供销大集市活动
推出特价商品、双倍积分等
限时活动。

线下，自贡市供销社组
织高投供销社、沿滩便民服
务站、自供连锁超市等供销
社系统商超共同开展供销
大集市展销活动，主会场设
在高投供销社南悦里店，分
会场设在沿滩便民服务站、
自供连锁超市等“自然贡
品”展示柜台。此次线下展
销的农产品种类繁多，除了
引入自贡市各专业合作社、
农产品企业所供应的枇杷、
千禧果、冷吃系列等“自然
贡品”产品外，还有自贡市
结对帮扶的巴中市平昌县
的特色茶叶、青花椒油、香
肠等扶贫农产品，涵盖 20
余类农特产品。

下一步，自贡市供销社
将持续发挥供销社系统商
品流通优势，采取产销对接
等方式，引进更多绿色农特
产品进入超市、社区服务站
销售，既为城乡居民提供优
质农产品、保障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又助农增收。同
时，市供销社将积极推广
“供销 +”服务，延伸服务链
条，依托供销社系统商超连
锁推广供销大食堂、金融代
办、快递代收等业务，努力
将供销社网点打造成为深
受城乡居民认可的综合便
民服务平台。 罗乐

守护绿水青山的“土壤卫士”
浙江省安吉县供销社多措并举推动特色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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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供销社：

聚焦“三链”建设助力城乡融合发展

跨越山河，相约上海。近日，以“绵阳品牌、
中国品质，让世界爱上绵阳造———诗仙之旅，沪
上绵韵”为主题的“绵品出川”上海行活动在上
海市长宁区上海来福士广场举行。四川省绵阳
市游仙区供销社积极发挥其职能职责，搭建起
农特产品出川的桥梁，组织区域公共品牌“游仙
优品”农特产品亮相上海。

游仙区供销社精心选取了区内最具代表性
的农特产品共 56种作为推介的重点，如绵阳美
食名片米粉、营养香甜的蜂蜜、清肝明目的决明
子茶、醇香浓郁的亚麻籽油以及各类香醇果酒
等。为了确保推介效果，供销社还组织了专业的
市场营销团队，对产品的品牌形象、包装设计、
营销策略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提升。

在活动现场，通过对“游仙优品”的现场品
鉴、互动体验等方式，让消费者感受到了游仙农
产品的独特魅力。同时，通过视频的滚动播放、
发放产品宣传单，向消费者详细介绍了当地农
产品的种植、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进一步提
升了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此次“绵品出川”上海行活动，游仙载誉而
归，“游仙优品”农特产品颇受上海消费者的青
睐，不仅为游仙农产品打开了新的销售渠道，也
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接下来，游仙区供销社将继续发挥自身优
势，进一步拓展“游仙优品”名优特农产品营销
网络，打响“游仙优品”区域公共品牌，让“游仙
优品”走出四川、走向全国。

绵阳市游仙区供销社：
搭建桥梁“游仙优品”上海展销受青睐

□张俊益本报记者王金虎文 /图

□本报记者丁明海蒋永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