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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供销社：
联结城乡富百姓，惠民之路动能足

黄丽丽 陈掌军

县县域域商业体系建设商业体系建设

山区基地里的蔬菜搭上“供富大篷车”，直供

到长三角地区的超市、门店；有了家门口的镇级、

村级冷链库，生鲜农产品大大延长了存放时间；农

贸、农批市场筑牢了“稳物价、保民生”的“关键防

线”⋯⋯

当前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作为为农服务的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

供销社如何发挥好农产品流通“主渠道”和维护市

场秩序“稳压器”作用，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

富裕的“推动者”？

近年来，浙江省积极贯彻落实《2022 年供销

合作社县域流通服务网络建设提升行动工作要

点》等文件精神，紧扣县域流通服务网络建设提升

行动要点，全面推进浙江省供销合作社县域流通

服务网络建设。

截至目前，全省供销社建成省级城乡商贸服

务中心163家、城乡商场超市581家、村综合服务

社 7651 家、连锁经营门店 1.38 万个，拥有农批市

场 31 个，农贸市场 97 个，在疫情防控期间，全省

供销社有 76 家商贸流通企业先后被各级政府认

定为重点保供企业，书写了助力乡村振兴、服务

“三农”的供销实践。

绍兴上虞丁宅乡是远近闻名的“仙果小镇”，和其他
山区乡镇一样，村民进城添置生活用品，路途相对遥远，
需舟车劳顿。

去年，针对丁宅的群众问题和需求，上虞区供销合作
社打造了浙里“三位一体”平台（丁宅站），让为农服务“看
得见、摸得着”。平台内所有商品和服务都由供销社下属
的超市公司、舜汇市场、养老公司、电商公司、农资公司供
应并组织配送。目前，上虞区社依托下属公司，构建起覆
盖全区的三级流通服务网络。

上虞山区乡镇的供销数字化改革之路，只是浙江持
续推进“供销服务覆盖工程”的缩影。近年来，浙江省
供销社积极参与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县
城超市—乡镇商贸综合体—村综合服务社”为
载体的三级县域流通服务网络，城乡商贸流
通体系建设初见成效。

没有便捷的物流，就没有经济的发
展。在浙江省供销社的指导下，全省各地
大力推进县级物流配送中心建设，嘉兴
平湖、丽水松阳两个县级社在松阳共同
出资成立专门配送公司，入选助推山区
优质农产品融入长三角消费圈的典型案
例。

“通过组建松阳山海农产品配送有限
公司，两年间实现销售额近 9000 万元，直
接带动松阳县 80 个合作社及生产基地增
收。”浙江省供销社相关负责人说，目前，通过资
金、人才、经营模式等的输入，两地的合作已成为
县域流通领域“强弱互助、跨县合作”的示范样板。

推动共同富裕，短板弱项在农业农村，优化空间和发
展潜力也在农业农村。浙江省供销社指导各地持续加强
农产品市场的新建和升级改造力度，使其成为政府调节
市场供应的“稳定器”。

嘉兴市供销社对“华东第一果市”嘉兴水果市场扩建
升级，使其跃升为全国交易额最大的专业果品批发市
场。如今，市场每天进出货车4000车次，1.4万吨水果从
这里奔赴全国各地，2021 年度交易额达 525 亿元。金华
市供销社通过迁建金华水果市场、改建金华农批市场，两
个市场承担着金华全市 90%以上的外地水果和 80%以
上的外地蔬菜的供应，宁波二号桥、天台农产品物流园等
一批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近年来相继建成投入使用，遂
昌浙南箬叶市场、莲都农批市场等一批建设项目正稳步
推进⋯⋯据统计，2022 年度全省有 10 个农产品市场的
新建或改扩建项目，计划投资额达35.73亿元。

担当“主渠道”
健全县域网络服务体系

山区 26 县 能 否 实 现 高 质 量 发
展、能否取得标志性成果，事关现代

化先行和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全局。

去年 8 月份以来，浙江
省供销社在省商务厅的大
力支持下，在山区 26 县
部署开展为偏远山区群
众提供日用消费品购
买、农资购买和农技指
导、农产品销售等服务

的流动“供富大篷车”
工作，努力补上偏远山

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短
板。
“以前种了菜愁卖不出

去，现在好了，‘供富车’开到
村里直接把菜全收购走，我们能

放心大胆地种了。”提起“供富车”，71
岁的丽水云和县崇头镇澳头村村民
老季赞不绝口。

他口中的“供富车”，分为3种：保
生活的“浙丽供”生活用品下村服务
车、促生产的“浙丽产”农合联入户服
务车、促增收的“浙丽销”农产品进城
服务车，被称作“一保两促、三车并
驱”。

在云和，依托18辆流动供销服务
车，短时间内“供富大篷车”为山区群
众销售农产品 700 余万元，供应日用
消费品 500 余万元，农资化肥免费配
送等服务 500 余件次，培训 20 期，提
供各类代办服务、技术指导服务 6 万
余件次。

不只云和如此，“供富大篷车”已
经走进山区、跨越城乡，在全省多点
开花。

在淳安，大篷车每周都会来临岐
镇新华村收购新鲜蔬菜；在天台，县
供销社对接山区低收入农户发展“订
单”农业，近期已为 500 多个农户免
费提供了 10 万羽鸡苗，预计能带动

200万元以上的销售⋯⋯
截至10月底，全省共开通大篷车

338 辆，惠及 334 个乡镇，2814 个村
和69万群众，累计销售日用品375万
元，收购农产品 1.76 亿元，提供代购、
代办等便民服务 58.29 万次，服务里
程约 520 万公里，真正成为造福全县
山区民众的“幸福车”。

此外，除了供富大篷车，全省供
销社系统全力帮助山区农产品拓展
销路，带动乡村共富。莲都区和缙云
县还通过建设社区“共享菜篮子”，打
通农产品销售“最后一米”；椒江区根
据自身沿海地域渔业发达特点，开通

“海上供富大篷车”，专门为渔业生产
者提供海产品配送、收购和销售等服
务⋯⋯

随着全省“供富大篷车”标识标
准的建立，供销系统各种助农富农的
方式不断涌现，浙江的广袤山区正逐
渐成为发展的希望所在。

幸福大篷车 带动山区百姓奔共富

（本版图片浙江省供销社提供）

今年是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全面
展开的关键之年。

“全省供销社系统要积极参与
‘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发挥流通强
县、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双管
齐下，加快构建布局合理、功能完善、
运行高效的县域流通服务网络。”浙

江省供销社负责人说。
对供销社系统来说，
农产品流通始终是传

统主营业务，而冷
链 物 流 体 系 是

否健全，是制
约 农 产 品 流
通的关键环
节。

浙 江
省 供 销 社

明确了全省
供销冷链流

通 体 系“1 +
10+N”的总体

规划布局，指导桐
乡市按照“县本级有

冷链物流中心、镇有标准化冷库、村
有产地预冷库的三级冷链物流骨干
网”建设思路，先行开展全省县域农
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建设试点。

自列入试点以来，桐乡市供销社
已投资 3000 万元，建成数据控制中
心 1 个、标准化冷库 5 个（总容积 8 万
立方米）、产地预冷库 18 个，配置 10
辆物流运输车（其中冷链车 3 辆），服
务辐射全县优质农产品种养殖面积
10万亩以上。

据统计，全省供销社现有冷库库
容 13.01 万吨，拟建冷链物流项目（含
在建、拟开工、规划等类型）44 个，计
划投资额达 61.01 亿元，其中，2022
年度在建项目 9 个，有望增加 9.35 万
吨冷库库容。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在助
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全省供销系统
不仅具有“为农”的本色，更富有改革
的勇气和创新的基因。

在冷链物流领域，龙头企业的引
领带动作用不断彰显。

去年 9 月 29 日，浙江省供销社成

立浙江供富冷链发展集团。在省供
销社的培育指导下，该公司发挥省本
级冷链物流企业的龙头带动作用，强
化联合合作和集群化发展，提升鲜活
农产品经营业务水平。目前，已建成
杭州富阳、金华两个冷链产业园，合
计冷库库容 3 万吨，嘉兴、湖州等 5 地
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在农资流通领域，集团化、区域
化、联合化发展成为新趋势。

杭州市供销社联合6个县（区）社
参股组建杭农集团，农资综合经营服
务能力得到提升；宁波甬丰农资公司
牵头组建市域联购联销平台，实现
鄞州、宁海等 5 县（区）农资一体化
经营；萧山农资公司构建以仓储配
送中心为依托、配送站为骨干、数百
家加盟店为终端的农资经销网络，
成为县域农资连锁经营“小而美”的
典范⋯⋯

未来，浙江省供销系统将继续坚
守为农服务初心，将县域流通服务网
络建设工作落细落实，为浙江县域商
业体系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当好“先行者”为农服务提质升级当好“先行者”为农服务提质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