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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蔬 菜

海拉尔市菜农的蔬菜贮藏

那 德 伟

内蒙古呼盟农业多种经营站 海拉尔 市

在城市经济生活 中
,

蔬菜生产的季节性

和消费的经常性是长期存在和不易解决的矛

盾
。

随着市场的全面放开
,

蔬菜生产已由单

纯种菜向贮
、

销综合经营的方向发展
,

蔬菜

的贮藏经营活动便应运而生 了
。

现将海拉尔

市菜农蔬菜贮藏经验介绍如
一

下
。

海拉尔市蔬菜生产现状及菜农商品性蔬

菜贮藏的基本情况

海拉尔市郊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以来
,

市政部门通过调整政策
、

完善科技服

务体系等措施
,

使原来的生产方式和科技体

系得到有效的改革
,

消除 了限制蔬菜生产的

不利 因素
。

几年来相继开展 了模式化栽培
、

引种
、

病虫害综合防治等工作
,

促进了蔬菜

生产 的进一步发展
。

一 年蔬菜连

续 年获 得大丰收
。

年蔬菜总产量达

万 以上
,

全市人均消费当地生产蔬

菜达
,

蔬菜生产呈现出兴旺的局面
。

到 年 末保护 地 蔬菜 面积 已经 突破 了
,

春夏菜产量已占全市需求量的

以上
,

稳固的春夏菜生产基地已基本形成
,

秋菜实现了 自给有余
,

并采用温室进行青蒜

的冬季生产
,

结束 了海拉尔市冬季不能生产

蔬菜的历史
。

地处高寒区的海拉尔市
,

虽然蔬菜生产

发展 了
,

但仍然受季节和 自然 条件的限制
,

冬季和早春的蔬菜供应还没有根本解决
。

做

好蔬菜贮藏保鲜工作
,

是改善海拉尔市蔬菜

供应状况的重要措施
。

目前海拉尔市蔬菜贮

藏大致 分 个 方面进行 一 是居 民秋 购冬

本文 于 一 一 收到
, 一 一 收到修改稿

。

贮
,

但由于住宅楼寓化而贮量逐年减少 二

是菜农 自产 自贮 自食 三是国营蔬菜公司经

营贮藏
,

但 由于南菜北调的发展
,

贮量也在

减少 四是菜农商品性贮藏
,

正呈现出发展

的势头
。

菜农以 自食为上的蔬菜贮藏
,

在蔬菜产

量大幅度增加以及市场价格的作用 下
,

开始

从事 商品经营为主的贮藏活动
。

年海

市菜农商品性蔬菜贮量达 万
,

其 中贮

藏越冬秋菜 万
,

短期贮藏延时上市

的果菜
、

叶菜 万
。

其 中奋斗 乡蔬菜

贮藏工作做得最好
,

乡政府把蔬菜贮藏作为

蔬 菜生 产 的 组 成 部 分
,

制 定 了“ 春 抓 叶 菜

早
,

夏抓品种多
,

秋抓保鲜 贮藏 好 ”的

生 产方针
。

年开始利用 人 防工程设施

搞蔬菜贮藏试验
,

取得成功后
,

又利用简易

土窖
、

住宅地下室和温室进行试验
,

贮藏黄

瓜
、

甜椒
、

芹菜
、

大 白菜
、

甘蓝
、

萝 卜
、

马

铃薯等 万
。

其 中甜椒
、

黄瓜贮期达

天
,

每千克纯增收 入 元 芹菜贮期

达 天
,

每千克纯增收入 元
。

年奋斗 乡贮菜 万
,

品种有黄瓜
、

甜

椒
、

芹菜
、

番茄
、

马铃薯
、

洋葱
、

萝 卜
、

菠

菜
、

大 白菜
、

甘蓝等
。

芹菜
、

甜椒可贮到元

旦上市
,

马铃薯
、

萝 卜
、

洋葱
、

大 白菜
、

甘

蓝等贮到翌年春仍完好如初
。

菜农马瑞祥贮

菜规模 最大
,

年贮量达 万
,

贮菜经营收入达 万 多元
。

菜农马柏江 自

筹资金建成水泥结构菜窖
,

正进行多

种蔬菜贮藏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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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乡则 以贮藏秋菜 为主
。

年秋

季卖菜难的现实刺激了蔬菜贮藏的兴起
。

当

年全 乡贮菜 万
,

主 要种 类有大 白菜
、

萝 卜
、

甘蓝等
,

贮藏蔬菜从入冬开始分批上

市
,

到春节就全部售完
,

既解决了秋菜积压

问题
,

又增 加 了收入
,

活跃 了市场
。

年乡政府扶持 户菜农发展秋菜冬贮
,

总

贮量达 万

到 年海拉尔全市菜农商品性蔬菜

贮藏量已达到 万
,

对缓解冬季和早春

蔬菜供应紧张的状况起到很大作用
,

同时菜

农贮菜收入达 万多元
。

海市菜农蔬菜贮藏的社会意义

蔬菜贮藏是生产的组成部分
,

在国民经

济 中占有一定位置
。

它的意义首先是为社会

提供人民生活必需的消费品
,

其次是菜农可

通过贮藏经营获得经济效益
,

三是可以节约

因外调蔬菜所需的耗费
。

目前海市蔬菜生产

水平和贮藏能力还不能完全满足市民的的需

求
,

但总体来说
,

菜农商品性蔬菜贮藏毕竟

迈 出了可喜的一步
,

并表现 出几个特点 刃

蔬菜贮藏活动 由菜农 自食性贮藏向商品性贮

藏转变
,

菜农在实践 中逐步掌握了经济有效

的贮藏手段
‘

义蔬菜生产 由以种为主向种贮

结合转变
,

菜农既从事蔬菜生产
,

又从事蔬

菜贮藏和销售
,

从而形成 了产销一条龙
。

在

贮藏方面
,

不仅 自产 自贮
,

而且还在旺季进

行购菜贮藏 ③由简单向多样化转变
。

首先

是贮藏手段 由简陋的土窖进而利用地下室
、

温室
、

专用水泥结构菜窖等
,

其次是贮藏品

种 由只贮秋菜越冬进而贮藏叶菜
、

果菜等
。

对海市蔬菜贮藏工作的建议

根据海市目前菜农蔬菜贮藏工作性质和

特点
,

应处理好以 下几个问题
。

第一应根据

贮菜适度性的要求
,

不急于建太多太大的菜

窖
,

以免菜窖闲置而影响经济效益 第二要

使菜农认识到贮菜不仅囿于菜农 自身
,

还要

考虑到与国营商业
、

运输
、

销售等系统的协

调和配合 第三应根据市场对贮菜多样性的

要求
,

既要 发展 集体经营
一

也要 发展 分散经

营
。

要宣传菜农蔬菜贮藏工作的意义
,

鼓励

和支持菜农贮菜
。

目前海市仍以菜农个体贮

菜为主
,

可发挥规模小易管理的优势
。

指导

菜农立足于现有条件
,

将资金和力量首先集

中应用于生产的发展
,

在此基础上再发展适

度规模的贮藏
。

提倡生产和贮藏并举
,

哪一

方都不可偏废
,

保持生产和贮藏量合理的比

例
。

用商品经济观点指导贮菜经营活动
,

注

重贮藏效益
。

要总结经验
,

充分肯定菜农在

实践 中形成和创造的 多种贮菜方式
。

此外
,

加工是贮藏的另一种方式
,

应作一些尝试
,

使蔬菜贮藏和加工同时得到发展
。

勺劣争
会议
简讯 全国耐热白菜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犷陌︸甲

吩 , 二 劣

由农业部科技司主持召开的全国耐热 白菜研究学术研讨会 干 年 月 日至 日在江苏省农科院

召开
。

来 自国内 个省
、

市的代表就耐热 白菜的耐热
、

生理
、

品种选育
、

种子生产和栽培技术进行了学术

交流
,

并参观了江苏省农科院蔬菜所耐热 白菜新品种
、

新组合品种比较试验
。

亚洲蔬菜研究和发展 中心亚

洲区域 中
』
自负责人杨又迪博士夫妇到会并就“亚蔬 ”研究成果在大陆应用和进一步合作计划作了专题报告

该中心从事 白菜育种的张连宗先生也参加 了本次研讨会
。

这次会议的召开
,

对我国耐热白菜的研究和品种

的改 良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

江苏省农科院蔬菜所 苏小俊供稿

一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