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些年，随着蔬菜、水果、肉类、水产品等产业高

质量推进，农产品产地仓储保鲜冷链物流建设的步伐

也明显加快。业内人士认为，在农产品生产加工、仓储

物流、市场营销3个环节中，产地仓、冷藏保鲜库等设

施是打通“最先一公里”的关键所在。当然，也有不少

提升的空间。

短板如何突破？海盐、慈溪等地率先作了探索。

“今年葡萄高产，但持续高温天气给我们带来不小

的挑战。好在5月底新建的3个冷库完工投用，1个冷

库可以储存约5万箱、22.5万公斤葡萄，葡萄的新鲜度

和品质都得到保障，运输到北京、天津等地非常畅销。”

海盐县惠众农场负责人周卫中告诉记者，该农产品产

地冷藏保鲜项目总投资360余万元，财政给予50%的专

项补助资金，大大减轻了他的资金压力。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冷链物流设施建设还存在资

源供给与需求精准对接的问题，其中一大原因是主体

之间、主体与冷链仓储、物流之间的“信息孤岛”。

在我省果蔬大县、年产量达120万吨的慈溪市，曾

因冷链设施零散分布，导致部分产地冷库存在季节性

空置等情况。“为了充分利用冷库季节性空置期，我市

创新推出‘共享冰爽爽’冷库数字化应用。农户可以

通过应用的自主共享、智能查找、导航联络等功能，

共享冷库资源。”慈溪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在“共享冰爽爽”应用的助力下，该市的蜜梨收

益同比增长 50%，西兰花收益实现翻番，户均增收超

5000元。目前，慈溪市195个冷库资源均已实现线上

共享，总库容超 65 万立方米，冷库受益面扩展至 2 万

多农户。该应用在全省推广后，省内 1272 个产地冷

库数据均已上线，有效破解农产品冷链储存环节的难

点、堵点。

“冻颜农产品”成为新趋势

今年 8 月的时令水果上市期，不少物流企业把揽

收服务点设在田间地头，通过“使用冷媒冰袋装箱打

包”等冷链物流服务新模式，加速特色生鲜农产品出

村进城。“冷链基础设施和物流能有效增强农产品的

预冷与保鲜能力，保障农产品及时送达消费者手中，

提升市场竞争力。”省农业农村厅产业信息处有关负责

人表示。

事实上，为了从源头解决农产品出村进城“最先一

公里”和“最后一公里”问题，浙江早已谋篇布局——

2021年，慈溪等4个县（市、区）实施

国家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整县推

进项目；

2022年，增加安吉、平湖、江山

等8个县（市、区）试点农产品产地

冷藏保鲜设施建设整县推进；

2023年，我省印发《浙江

省农产品产地仓储保鲜冷

链物流建设规划》，提出

此后5年将投资超70亿元，

开展产地冷链物流设施建

设，全面提升我省产地冷链物

流体系建设水平。

据统计，截至 2023 年底，全省

已建成产地冷藏保鲜设施2486个，27

个省级产地冷链集配中心，冷库库容

719万立方米。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优化农产品冷链物

流体系建设，加快建设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布局建设县

域产地公共冷链物流设施。”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

人表示，我省将积极补强短板，全面推进农产品产地

仓储保鲜冷链物流建设，计划到 2027 年，在全省形成

产地冷藏保鲜设施、产地冷链集配中心、产地冷链物

流基地有效衔接的产地冷链物流服务体系，提高农产

品产地低温处理率，助力农户增收致富。

“产地仓”让农产品更“鲜”

冷链物流用上“黑科技”

在农产品跨区域、反季节、长距离流通等大背景

下，冷链物流已经成为保障农产品鲜度和品质的必要

手段。在宁波，降低优质农产品在流通环

节的损失率有了新“解法”。

今年7月，该市首家冷链集散中心

——顺丰冷运（宁波）中心投入使用，

启用当天处理量就超万单。“集散

中心配备有冷链云仓中心、冷链

干线集散中心和城市配送中

心，内部最低温度可以达到

零下60℃。目前，首期冷链

云仓中心已经启用，运营面

积达 2000 平方米，商品包括从

全国各产区运来的优质冻品牛羊

肉，以及三文鱼、鳕鱼等，市民朋友

的‘菜篮子’供给更加丰富了。”该集

散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温州市洞头区是浙江第二大渔场，日

前，洞头与浙江华盛冷链水产有限公司成

功签约浙南冷链物流中心（水产品加工中心）项目。该

项目采用自动化节能低碳库架一体冷库技术，经测算，

相同建筑面积下，库架一体仓库货位数量可配置14万

个，数量较传统仓库货位大幅提升且更节能。记者了

解到，项目建成后，将在提供常规农产品、海产品冷冻

冷藏服务的基础上，再提供冷链交易、海洋食品精深加

工等特色服务，并辐射浙南至闽北区域，不仅可为我省

水产品打开更广阔的销售渠道，还为市场注入源源不

断的优质海鲜资源。

眼下，在浙江，越来越多“黑科技”正成为农产品走

出“家门”的新兴助手。

今年杨梅季，兰溪市将无人冷链车技术运用到了

杨梅物流揽收中。“冷链车支持 0℃到 15℃的冷藏运

输，两台无人车一天大概可交付接驳 4800 箱杨梅，大

大提高了揽收效率。”顺丰（兰溪）负责人杜宏涛自豪

地说，“杨梅存放时间久了，会失去原本的鲜味，通过

这一技术，金华市及杭州地区可实现朝发夕至，全国

省会城市次日送达，让兰溪杨梅的鲜美从‘枝头’保留

到‘舌尖’。”

得益于我省首条跨省低空物流配送航线开通运

行，仅需6小时，各式各样的“浙”里“土特产”就能从建

德“传送”至江苏镇江，整个物流流程比原先纯陆路运

输缩短16个小时以上。“据初步测算，低空物流模式将

助力长三角地区运输时效提升50%以上。下一步，我

们将进军杭州西部山区县、衢州、金华等地，希望利用

空域优势，最大限度保证精品农产品的新鲜程度，以最

快速度将浙江的农副产品由田间送上消费者的餐桌。”

顺丰速运浙皖分拨区总经理周家伟信心满满地说。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我省将衔接田头冷

藏保鲜设施、对接冷链物流骨干基地，分类分级建设产

地冷链集配中心，形成农产品上行的产地综合服务平

台。同时，依托大型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农产品物流

园区等，建设具有引领产业、辐射城乡和“菜篮子”应急

保供等能力的产地冷链物流基地，进一步提高跨区域

集散效率，推动构建冷链物流骨干通道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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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争“鲜”“跑”得更快更远
农产品产地仓储保鲜冷链物流建设记

□本报记者 沈璐兰

浙江是鲜活农产品生产大省，其中75%的水果、70%的蔬菜、95%的肉蛋奶和90%的水产品进行低温处理。“农产品从产地就进行仓储保鲜，再利用冷链物流，能

有效降低农产品产后损失，实现择期错峰销售，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省农业农村厅产业信息处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省积极推动农产品产地仓储保鲜冷链物流

建设，不断完善从田间直达餐桌的农产品冷链服务体系，带动越来越多乡村特色产业合链成潮、融链造势，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