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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0 日下午，王龙
登上巡逻船，向南洞庭湖
深处驶去。

王龙是湖南益阳南洞
庭湖自然保护区沅江管理
局办公室主任，也是一名
老“渔政”。船行深处，湖面
越来越宽，偶尔可见候鸟
流连，不时有鱼儿惊跃。

“鱼多了，有些候鸟都舍不
得飞走了。”王龙说，“候
鸟”变“留鸟”，正成为八百
里洞庭的一道新风景。

洞庭湖是长江唯一的
吞 吐 型 湖 泊 。 2019 年 10
月，湖南省 《关于加强全
省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实
施意见》（以下称《意见》）规
定，自 2020 年起，长江湖
南段、洞庭湖、湘资沅澧

“四水”干流等实现常年禁
捕。这比整个长江流域的
禁渔早了一年。

人退水清，鱼繁鸟育

“看，这两边，以前都是
‘迷魂阵’。”在石矶湖防汛
大堤八角亭处，王龙告诉记
者。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
去，只见被洲岛和湖岸分隔
出的一片水域，宽度有1500
米，上空不时有苍鹭展翅。

全面禁渔之前，这里
是另外一番景象。那时，
渔民们用竹竿立起围网，
把湖面分割得支离破碎，
大大小小的“迷魂阵”，让
游到这里的鱼“只有进得
去，没有出得来”。

人 退 水 清 ， 鱼 繁 鸟
育。“全面禁捕之后，渔民
不再进到洲岛，我们构筑生
态堤坝，在丰水期保水形成
常态化湿地，成为鸟类重要栖息地。”工作人员介绍。

鱼类也多了起来。今年2 月，南洞庭湖白沙长河水
域，时隔近30年再现江豚。3月10日傍晚，在安乡县松
滋河流域东支大湖口桥河段，记者“偶遇”了江豚。站
在大桥上朝下望去，一只壮硕的黑色水生物频频现身水
面。常德市安乡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渔政管理站站长刘
启章说，江豚在此“定居”了约两年。

智慧渔政，密织“天网”

“以前纯粹靠水巡岸护，如今我们有了‘千里眼’
‘顺风耳’。”沅江市农业农村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
员万威打开手机向记者介绍，只见屏幕画面上显示出一
段湖面的实时景象。

几十万亩水面，几十个一线执法人员，如何能实现
有效监管？2020年以来，沅江市累计投入2000余万元，
建起一套覆盖所有禁捕水面的“智慧渔政”系统。

在益阳南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的北胜洲附近，记者看
到了一个信息收集装置。装置安装在几十米高的铁塔
上，依托太阳能供电板和小型风机供电，集成的全景摄
像头、雷达系统和信号传输系统，能随时为后方提供场
景内的实时信息。

“在智慧渔政系统搭建完成后，我们形成了天上有卫
星、空中有无人机、洲上有监控塔、水面有人巡逻的立
体监控体系。”万威说，该系统运行后，非法捕捞案件发
生数量明显下降。在益阳市资阳区，“智慧渔政”的25个
监控站点全部覆盖辖区内资江、洞庭湖、甘溪港河等
25.3万亩禁捕水域，成为禁捕退捕工作的“利剑”。

爱鸟护鱼，修复生态

在常德市汉寿县临湖区域，刘克欢大名鼎鼎。曾是
一名捕鱼“高手”的他，现在是西洞庭湖湿地保护协会
的会长，“麾下”会员有420多人。

谈起沿岸居民意识的转变，刘克欢说：“以前在我们西
洞庭，有一道名菜叫野鸭炖萝卜，很多人家逢年过节都做。
这些年，通过和保护区一起宣传教育，这道菜彻底从菜单
上划掉了。”刘克欢说，原来的捕鱼捕鸟者，现在变成了爱
鸟护鱼者。在刘克欢的协会里，420名成员有80%是过去
捕鱼捕鸟的人。团队每季度都会组织志愿者到西洞庭湖
沿线13个乡镇宣传湿地生态修复、爱鸟护鸟等知识；每天
都有志愿者巡湖，发现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就立即制止。

“我从1983年就开始打鱼，大半辈子都在问洞庭湖要
资源。”华容县渔民付锦维说，越到后来越发现，再这么
下去，靠水吃水，有吃尽的一天，“长江流域禁捕，我举
双手赞成！”退捕之后，付锦维成为一名“洞庭湖协巡
员”，在湖岸上做着巡护工作。

湖南省林业局近日组织开展洞庭湖区域水鸟同步调
查，记录到 2021 年冬天，洞庭湖区域水鸟 74 种 40.4 万
只，记录的水鸟种类和数量均创新高。

大中城市要有自己的菜地

——稳定提高自给和应急
供应能力，重点发展不耐储运
的叶类蔬菜和地方特色蔬菜

圆白菜每斤1.98元、西蓝花每斤3.98
元、长茄子每斤3.98元、扁豆每斤11.98
元……记者日前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物
美超市看到，蔬菜品类丰富、供应充
足、价格稳定。

家住北京的杨女士说，自己每天下
班后先到家门口的超市采买，一般得买
上三四种蔬菜，“我们家3口人，每顿饭基
本上是3个菜，每天还得换着花样来。现在
健康意识提高了，对蔬菜的需求更大了。”

“中国14亿人口，每天一张嘴，就要
消耗192万吨菜。”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
健说，如此庞大的消费需求，要求每年
粮棉油糖菜播种面积大概稳定在23亿-24
亿亩，按1.3的复种指数倒推计算，耕地
必须保持在18亿亩。

然而，在城镇化过程中，农田面积
在减少，特别是大城市周边，农田更是
稀缺。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显
示，目前北京全市有耕地 93547.9 公顷，
约占全市土地面积的5.7%。杭州市耕地面
积 123844.53 公顷，约占全市土地面积的
7.3%，远小于城镇村及工矿用地面积。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稳定大中城市常
年菜地保有量。大城市寸土寸金，为何
还要强调稳定菜地保有量？

“大中城市是‘菜篮子’产品的重要
消费市场，是全国市场价格的风向标。
稳定大中城市常年菜地，保证一定自给
能力，才能在突发情况下保证基本供
给，避免市场发生剧烈波动。”中国农业
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沈辰对
本报记者表示。

据介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大中城市常年蔬菜生产基地发挥了重要
的保供稳价作用。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
深入，部分大中城市还通过在城市周边
地区建立紧密型外埠生产基地补足本地
保供需求。

总体看，当前各大中城市“菜篮子”生
产供给总量充足。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
今年1月，全国蔬菜在田面积8000万亩左
右，同比增加 200 多万亩，预计 1-3 月蔬
菜供应总量1.7亿吨，同比增加350万吨。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蔬菜产量已经
彻底摆脱供需短缺，达到平衡有余的阶
段。当前蔬菜平均单产2200至2300公斤，
人均占有量超500千克。”中国农科院农业
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对本报记者表
示。但同时要看到，近年来部分大中城
市暴露出自给能力下降的问题。受疫情、
极端灾害性天气等影响，有的城市“菜篮
子”品种价格短期快速上涨，个别城市出
现过某些品类的蔬菜供应紧张。张晶
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稳定大中城市常
年菜地保有量，很有针对性。各地应处理
好城市发展与耕地保护的关系，不折不扣
地落实好中央精神。一些缺口较大的城
市，应在充分挖掘自给潜力的基础上，建
立外埠生产基地保供渠道，确保关键时
期调得进、供得上。从品类上看，大中城
市应重点发展不耐储运的叶类蔬菜和地
方特色蔬菜，稳定提高自给能力。

设施蔬菜+南菜北运，餐桌更丰盛

——保障冬春和“两节”市
场供应，满足消费者日渐“挑剔”
的口味

进入春季，老百姓餐桌上发生了一
些变化。在贵阳市观山湖区合力惠民生
鲜超市里，不仅有贵州本地的西蓝花、
豌豆尖，还有云南的油麦菜、上海青，
山东的黄瓜、苦瓜、红菜椒。随着气温
回升，南方冬菜开始退市，北方设施蔬
菜和南方应季鲜菜走上餐桌。

今年“一号文件”提出，大力推进
北方设施蔬菜、南菜北运基地建设。张
晶介绍，经过30多年发展，中国“菜篮
子”工程已形成华南与西南热区冬春蔬
菜、黄淮海与环渤海设施蔬菜等优势区
域，这些区域因地制宜，栽种不同的蔬
菜，形成不同的上市档期，有效缓解了
中国蔬菜供求矛盾。

其中，山东、辽宁、河北、河南、
江苏和安徽是北方设施蔬菜的六大省
份，冬春蔬菜面积产量占全国八成以
上，是保障冬春和“两节”市场供应的主
力军。而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广
东、福建和海南，则是“南菜北运”的
七大省份。

目前，这 13 个省份主产区冬春季在
田面积稳中有增。据农业农村部监测，
去年10月在田蔬菜面积9130万吨，同比
增加350万亩；今年1月份在田蔬菜面积
5700万亩，同比增加近130万亩，有效保
证了冬春蔬菜供应。

“大力推进北方设施蔬菜、南菜北运
基地建设，可以显著增加冬春蔬菜供
给，保障全国蔬菜周年均衡供应，丰富
消费的品种花色。特别是南菜北运，蔬
菜由价格低地流向价格高地，还能有效
带动广西、海南、云南、四川等南方地
区菜农收入增长。”沈辰说。

随着健康意识的提高，消费者不仅

要吃得饱，还要吃得丰富。长沙黄兴海
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是国内蔬菜枢纽
市场之一，日均交易量超1万公斤。工作
人员说，过去冬天销售的“主力菜”是白
菜、萝卜、土豆等，但现在消费者口味越
来越“挑剔”，水果茄子、秋葵等特色蔬
菜很受欢迎，销售的品种日渐丰富。

北方设施蔬菜、南菜北运基地，近
年来也在丰富品种。张晶表示，随着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的全面落实和农产
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深入
发展，目前全国设施蔬菜已经有6200 多
万亩。“靠萝卜、白菜、土豆‘老三样’
过冬的日子一去不复返，现在市场上可
以满足老百姓春夏秋冬不同季节对各类
蔬菜的多样需求。”

张晶建议，下一步尤其要抓好冬春
的北方和盛夏的南方两个淡季。冬春抓
好“南菜北运”基地和北方设施蔬菜生
产，扩大市场供应量，夏季抓好“北菜
南运”基地和冷凉夏菜供应，应对好夏
季强对流天气和洪涝灾害，保证菜农收
益。其中，冬春蔬菜保供是重中之重，
北方设施蔬菜产区要重点用好闲置的温
室大棚，安排好茬口衔接。

产销对接，蔬菜供应不断档

——畅通物流运输，抓好
产销衔接，加强监测预警，发
展蔬菜加工和仓储

蔬菜不易储存，拎稳“菜篮子”，物
流特别重要。

今年春节后，贵阳下了场大雪。贵
阳合力超市有关负责人说，虽然遇到了
极端天气，但超市的蔬菜供应量基本上
没有出现缺断货。“贵州大部分是露天种
植蔬菜，我们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提前
做好预防。”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玉屏
蔬菜基地负责人姚林说，除了预防，畅
通的物流运输也让他心中有底。“以前遇
到极端天气，菜不好送出去。但是现在

仓储、冷链、物流水平提升了很多，我
们的菜一定能送到老百姓的餐桌上。”

“一号文件”提出，提高蔬菜应急保
供能力。眼下，国内疫情多点散发，面
对突发情况，如何保证蔬菜供应不断档？

畅通物流运输是关键一环。2020
年，农业农村部开始实施“农产品仓储
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支持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建设仓储保鲜冷链设施，
从源头加快解决农产品出村进城“最初
一公里”问题。2020至2021年，农业农
村部和财政部已支持2个批次仓储保鲜冷
链设施建设工程项目推进。

仓储、冷链、物流水平的提升，使
新鲜蔬菜触手可得。下午采摘、晚上出
货，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
的蔬菜只要18个小时就能到达广州。美
团有关负责人介绍，美团优选与全国超
400个优质农产品基地实现了对接，将牡
丹江黑木耳、福建古田香菇等地方特色
蔬菜从原产地直达百姓餐桌。

张晶认为，下一步还应大力发展蔬
菜加工和仓储，形成调节供需的“蓄水
池”；鼓励建设冷链仓储保鲜设施，发展
净菜加工、精深加工等，延长产业链
条，逐步熨平季节性波动和周期性波动。

产销衔接也要抓好。沈辰建议，发
挥好大中城市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企业
等市场主体调节作用，做好“菜篮子”产
品储备，明确紧急情况下保证“菜篮子”
产品运销的批发市场、商超等市场主体
和必要调运能力，形成常态化生产供应
和突发性应急保供相结合的工作机制。

此外，还要强化“菜篮子”市长负
责制考核，增加应急保供考核权重，督
促指导地方政府特别是市级政府做好辖
区内“菜篮子”产品保供稳价工作。同
时加强预警和信息发布。张晶建议，应
组织协会、农技推广部门及时监测蔬菜
苗种、重要农资 （如棚膜等） 销售等产
前投入情况，分析研判未来生产供给，
多渠道发布市场信息，有效引导生产，
避免生产和价格大幅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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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由南向北，一幅幅热火朝天的春耕
图景正徐徐铺展。农时不等人，在今年这个特殊的
年份，面对更趋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抓好农业生
产、做好“三农”工作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突出年度性任务、针对性举
措、实效性导向，明确要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确保

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围绕这
份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19个中央一号文
件，本报自今日起推出《一号文件里的任务清单》系列
报道，聚焦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大豆和油料产
能提升、保障“菜篮子”产品供给等热点话题，解读今
年中央一号文件里的部分重点工作任务。

——编 者

中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192万吨菜——

“菜篮子”，既要拎稳又要丰富
本报记者 徐佩玉

一号文件里的任务清单①

▲3 月 17 日，市民
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超
市内选购蔬菜。

史 康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宁夏回
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
彭堡镇姚磨村因地制宜
发展冷凉蔬菜产业。春
耕备耕时节，当地农民
抢抓农时播种冷凉蔬
菜。图为3月18日，农户
在该村一家蔬菜产销合
作社育苗棚内劳作。

新华社记者
杨植森摄

春分时节，在贵州省玉屏

侗族自治县，农户们在田间地

头忙着采摘新鲜蔬菜。另一

头，数十种春菜已经在贵阳各

大超市上架，供市民选购。

“菜篮子”拎得稳不稳、老

百姓餐桌是否丰富，是重大民

生关切。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稳定大中城市常年菜地保

有量，大力推进北方设施蔬

菜、南菜北运基地建设，提高

蔬菜应急保供能力”。

如何落实今年中央一号文

件任务，确保蔬菜供应充足？

请看本报记者的探访。

3月21日，浙江省宁波市樱花公园内花团锦簇，
吸引不少游人前来赏花。 胡学军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