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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86_9C_

E4_B8_9A_E9_83_A8_E3_c36_328686.htm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

日，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九日国务院批转） 关于蔬菜的生产和

供应问题，陈云同志在去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

指示，各地正在贯彻落实。现将我们了解的情况和意见报告

如下。 最近一两年，多数大中城市和工矿区蔬菜供应数量少

、质量差、销价高的情况比较严重。北京市一九八０年一至

五月鲜菜上市量比一九七九年同期少百分之三十二点五，每

日人均不到四两。上海市一九八０年一至十一月上市量比上

年同期少百分之二十七点六，最紧张时，供应量不及需要量

的四分之一。武汉市一九八０年一至八月每日人均供应仅半

斤鲜菜。全国三十五个大中城市一九八０年收购效区蔬菜一

百五十九亿斤，比上年减少百分之十五。上半年收购鲜菜只

有四十七亿八千多万斤，比上年同期减少百分之二十八；下

半年秋冬菜供应也比较紧张，北方秋菜比上年减少十亿斤左

右。 在这同时，各地蔬菜零售价上涨。三十五个大中城市一

九八０年上半年每担鲜菜平均价八元四角三分， 比一九七九

年上半年提高了百分之十七点九。京、津、沪等十一个城市

，一九八０年比一九七九年零售价提高了百分之七点八。而

且，各地上市蔬菜花色品种减少，质量不及过去。加之商业

网点不足，即使旺季，群众买菜也要排队，买菜难成了城市

居民一大负担。 蔬菜是人人天天离不开的副食品，蔬菜供应

好坏，直接关系到亿万群众的日常生活，关系到政治上安定

和顺利进行国民经济调整。 由于蔬菜供应紧张， 人民群众反



映十分强烈，需要尽快改变这一状况。 据我们调查，大中城

市和工矿区蔬菜供应紧张的原因，除一些地区气候不正常、

自然灾害较重以外，主要是由于不同程度的忽视了城市近郊

区农业生产以菜为主的方针，在经济政策和蔬菜经营上存在

的一些实际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 如原有老菜田大量被城建

征占，新菜地基本建设跟不上；有些蔬菜生产资料货原不足

，价格上涨；蔬菜成本增加，有的粮菜比价不够合理；有些

地方思想政治工作薄弱，蔬菜和工副业的关系处理不够好；

蔬菜品种退化，病虫害严重，肥料不足，导致单产下降；经

营方面销售网点少，贮藏设备严重不足，等等。为了把大中

城市和工矿区蔬菜生产、供应工作搞好，建议：一、大中城

市近郊区农业生产要坚决贯彻以菜为主的方针。这几年，中

央、国务院一再重申这个方针，但在不少地区这个方针未能

很好贯彻落实。大中城市各级政府都应把蔬菜生产、供应工

作摆在重要议事日程上，经常加以研究，并组织协调好农业

、商业、财政、物质、 工交以及卫生、 城建等各方面的力量

，切实把蔬菜生产工作做好。大中城市发展规划，要包括蔬

菜生产基地建设的规划，要认真贯彻菜区的各项经济政策，

搞好生产责任制，帮助蔬菜社队处理好蔬菜生产与工副业以

及同粮食生产的关系。在劳动力安排和生产资料分配上，要

优先保证蔬菜生产的需要。力争在一九八一年内使蔬菜生产

、供应工作有明显好转， 并在今后两、 三年内，逐步做到蔬

菜上市数量充足，品种多样，供应比较均衡，价格稳定。二

、安排蔬菜生产要坚持产稍大于销的指导思想。要保证有足

够数量的播种面积，并留有一定的安全系数， 立足于抗灾夺

丰收。 大中城市蔬菜供应主要靠自己，以郊区生产为主，全



国调剂为辅。如要求有种植商品菜习惯的山东、河北、河南

、广东、云南等省提供一定数量的蔬菜进行调剂，事前要签

订合同，以便产区有计划地安排生产，支援大中城市和工矿

区。三、建立比较稳定的蔬菜生产基地。近几年基建占用菜

地很多，对郊区蔬菜生产影响极大。近三年，北京市郊区菜

地被征占三万多亩，武汉市被征占三万多亩，上海市二万亩

，其它大中城市也存在着类似情况。如何把菜田稳定下来，

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必须严格控制基建占用菜地， 必

须的征占要严格审批手续， 并要先补上新菜地后再占用老菜

地。严禁一切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租赁菜地。要有计划地

分期分批地把郊区蔬菜基地建设好。四、对蔬菜所需生产资

料要统筹安排，及时供应。近年来，生产资料的供应还不能

满足生产需要。如北京市郊区蔬菜生产每年需苇子五、六万

担，只能供应一万多担，牌价每担四至六元，其余四、五万

担要由社队到外地自行购运，每担高达十五到二十元。这样

，大大增加了蔬菜生产成本，影响了菜农的收入，挫伤了种

菜的积极性。因此，蔬菜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应列入当地物

资供应计划，并通过地方物资部门和供销部门与菜区社队签

订物资供应合同，保证供应。蔬菜生产需要的优质化肥（包

括复合化肥），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和农用塑料薄膜以

及一些三类物资等，要积极组织货源，抓紧安排。各级供销

部门要努力改善经营管理，精简流通环节，减少流通费用，

争取做到微利不赔。同时，在稳定蔬菜零售价格的情况下，

由各地按照规定的权限，参照历史上合理菜粮比价，安排好

蔬菜收购价格，以保证菜农合理收益。五、加强科学种菜工

作。当前重点要抓好蔬菜育种、良种繁育和病虫害的防治。



大中城市的农科所、农业技术推广站、植保站（所），要把

蔬菜科研和技术推广做为主要工作任务来抓， 切实加强技术

指导和技术培训工作。 现在不少地方蔬菜单产低于五十年代

的水平，各地区要认真落实科学种菜的措施，从恢复和提高

单产中来增加菜农的收入。工业生产和供销部门对提供的蔬

菜生产资料要加强新产品、新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保管的指

导工作，提高使用效果，延长使用年限，降低蔬菜成本。六

、改进蔬菜经营工作。蔬菜具有品种多、鲜嫩易腐、季节性

强等特点，要求经营环节少，管理办法灵活。目前大中城市

实行的包销办法，好处是有利于统筹安排和稳定价格，问题

是包得过死不利于调动菜农和商业经营的主动性、积极性。

五十年代中期，陈云同志曾提出大中城市的蔬菜经营可设立

统购包销的国家市场与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相结合的蔬菜

市场。各地要结合当前情况，对蔬菜的购销形式、淡旺调剂

、价格政策、网点增设、贮存设施、经营环节等，研究总结

经验教训，因地制宜地提出改进方案，有计划地稳步进行改

革，使之更适应蔬菜这种商品的特点。七、搞好大中城市和

工矿区的蔬菜工作，关键在于加强领导。中央工作会议上陈

云同志指出，对蔬菜问题要查原因，定办法，宁多勿少，省

、市、自治区领导一年至少抓四次。希望各地加强对蔬菜生

产的领导，农业、商业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共同努力。要加

强对菜农的思想教育，切实搞好蔬菜生产，满足城市需要，

增加集体收入，巩固工农联盟。要加强对商业职工的教育， 

大力支援农业生产， 正确执行购销政策、价格政策，改善经

营管理，组织好市场供应，安定人民生活，为发展大好形势

和四化建设做出贡献。 以上报告如无不当，请批转各地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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