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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菜凭啥不再只卖“白菜价”

从山东老家返京前，亲戚再三叮

嘱，要我带上农特产品。暗自嘀咕，

还能有啥？生姜、大葱，还是花生、芹

菜？让人意外的是，两箱泡菜包装严

实、品质上乘。“大白菜都是自家种

的，要出口韩国的咧！”客气之余，难

掩自豪。

老家是传统农业大县，白菜几乎

家家都种。以前，这一用来过冬的

“主菜”，藏在地窖里容易坏，拿到集

市也卖不上价钱。受益于当地泡菜

产业的发展，白菜不再只卖“白菜

价”，身价可涨 3 到 8 倍，还成了创汇

的主力。

一“泡”而红，重点在“目光四

射”。产业的发展不是空中楼阁，资

源优势是基础，因地制宜是方法，关

键还得跳出一隅找定位，打开视野去

探索。

以山东平度仁兆镇为例，这里水

土资源优质，蔬菜种植历史悠久，为

产业扎根提供了“土壤”；营商环境的

改善，给产业拔节带来了“水和空

气”。但如果只盯着一个乡镇、一个

市县谋思路，白菜就还是白菜。

仁兆镇的菜农菜企关心韩国物

价、关注太平洋台风，笑言“是挣着

白菜的钱，操着十几个国家的心”。

正是主动拥抱全球产业链，以己之

长补他人之短，当地的特色产业实

现了从农业到工业、从县域到国际

的重要转型。如今，该镇泡菜企业

每年创造大约 1.5 亿元产值，产品畅

销十几个国家。

将思路延伸，甘肃天水的花牛苹

果、陕西的柞水木耳……这些农村产

业的大发展，无不是由特色起家、于

大局着眼，在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中

实现了产业的跃升。由此，更能领悟

“畅通工农城乡循环，是畅通国内经

济大循环、增强我国经济韧性和战略

纵深的重要方面”。

成 形 起 势 ，总 少 不 了“ 几 把 刷

子”。地还是那块地，菜怎么就摇身一

变，卖上好价钱、卖到国外、卖出底气？

标准是依托，品质是保障。无论

是满足国内消费升级，还是出口国际

市场，都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这就

必须摆脱粗放发展，追求精益求精。

从选种、种植、收获，到腌制、拌料、预

冷，每一道程序都要严格管理温度，

确保菌落总数符合标准。一棵大白

菜的“身价”，正浓缩于此。

因而更能理解，为何“藏粮于技”

与“藏粮于地”一样重要。从白菜到

泡菜的蝶变，有育种的优化，也有田

管的改良；有环保、消防的全面考虑，

也有贸易、物流的精细运营。得益于

科技的赋能加持、深加工的延链补

链，越来越多的传统农产品突破“微

笑曲线”的底端束缚，越来越多的农

业企业实现了从产业链低端到中高

端的“骐骥一跃”，淬炼出更强的市场

竞争力、更充分的议价定价能力。

乘势而上，“东风”也不可或缺。

泡菜产业兴旺，顺势带火了“蔬菜经

纪人”。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每天

忙的就是“种全国、买全国、卖全球”。

怎么实现的？因为市场相通、规

则相联、产业相融。青岛海关即报、

即检、即放，助推特色农特产品加速

“出海”；蔬菜直采直发、冷链运输，实

现从产地到餐桌的高效闭环。从田

地里的一棵白菜，到餐桌上的一道泡

菜，再到港口码头的一派繁忙……新

发展格局的效能，全国统一大市场的

红利，高质量发展的潜力，在泡菜产

业的茁壮成长中得以具象化体现。

返程路上，不经意间瞥见“中国

（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的

标识。很难想象，“高大上”的招牌，

与一棵普通的白菜会产生如此剧烈

的“化学反应”。有理由相信，当更多

地方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与产业优

势深度耦合，我们迎来的将不仅是几

种农特产品的发展跨越，更是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无限可能。

来源：《人民日报》（2025年2月19日

第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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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好粮补政策“时度效”

产业的发展不是空中楼阁，

资源优势是基础，因地制宜是方

法，关键还得跳出一隅找定位，

打开视野去探索

得益于科技的赋能加持、深

加工的延链补链，越来越多的传

统农产品突破“微笑曲线”的底

端束缚，越来越多的农业企业实

现了从产业链低端到中高端的

“骐骥一跃”，淬炼出更强的市场

竞争力、更充分的议价定价能力

——新春里的经济新气象②

“政策早知道，种地心不慌”，粮

食补贴政策是很多农民种地的“播种

指南”。

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实行

以来，为实现口粮绝对安全作出巨大

贡献；国家加大大豆种植补贴力度，大

豆产量连续 3 年超过 2000 万吨；一些

地方对藜麦、荞麦等营养丰富的杂粮

作物提供专项补贴……近年来，我国

不断完善粮食生产支持体系，加大粮

食生产补贴力度，为粮食安全提供坚

实政策支撑。作为国家调控农业生

产、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工具，相关补

贴政策在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提高粮

食产量、调整优化种植结构、推动技术

进步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起到显

著作用。

现实中，也有种粮农户反映，一

些补贴政策就像“拆盲盒”，播种时不

知风向，播种后才揭晓“隐藏款”。有

的地方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在春耕后

才公示，有的小麦种植户直到麦苗返

青才等到农机购置补贴细则，有双季

稻产区的农民更戏称“早稻抽穗等政

策，晚稻收割看文件”。政策本应成

为生产“指挥棒”，却变成事后“安慰

奖”。一些农户因担心错过补贴而选

择广种薄收，同一块地轮流试种不同

粮食作物；有农民在申请补贴时，还

面临政策信息模糊、发放标准不统

一、到账时间随机等情况。补贴政策

的滞后性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获得

感，影响了农民的生产决策及种粮积

极性。

解决这一问题，不妨建立粮食

补贴政策预报机制。例如，制定“政

策日历”，每年秋收后发布次年政策

框架，春耕前完善实施细则并加以

公布，芒种后开展动态评估。此外，

为确保政策红利真正惠及广大农

民，相关政策应根据实际情况动态

调整，既公布补贴基准价，又保持政

策弹性。补贴政策调整一定要给农

民留出足够的消化时间，以防出现

因补贴标准调整、农民翻耕改种等

情况，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时下，数字技术正在重塑补贴

政策触达方式。各地把“信息高速

公路”修到田间地头，有的搭建“政

策超脑”系统，多维度智能推送政

策；有的开发“补贴区块链”平台，

实现从文件下发到资金到账的全

流程溯源，农民在手机端就可实时

追踪政策动态。这些工具的出现，

让补贴政策真正从“墙头文件”变

成“掌上指南”，有效破解政策传递

“最后一公里”难题。

优化粮食补贴政策流程，是粮食

安全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让补

贴政策从“拆盲盒”变为“明码标”，

让种粮农民从“猜政策”转为“用政

策”，有助于把中国饭碗装得更

满、端得更稳，让希望的田野更

加生机勃勃。

来源：《人民日报》（2025年2

月19日 第05版）

盛玉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