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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伟平

豌豆尖 15.8 元/斤，西兰花 10.8
元/斤，黄瓜 4.99 元/斤，白萝卜 3元/
斤、小白菜5.58元/斤……

近段时间，全国蔬菜价格普遍上
涨，不少市民直呼“菜比肉贵”。重庆也
不例外——连日来，重庆日报记者走访
农贸市场、商超、蔬菜基地后发现，蔬菜
价格身价倍增，甚至大有赶超肉价之
势。

近期为何出现这种情况？菜价上
涨给消费端、生产端带来怎样的影响，
菜价何时会回落？记者就此展开了调
查。

部分菜价超肉价

“一斤涨到了12元，这价搁以前能
买3斤了!”10月29日，在渝北区西区
体育馆附近的一家果蔬超市，居民徐女
士本想买些菠菜清炒，但看到价签后果
断放弃。

和徐女士一样，家住沙坪坝区的
刘婆婆最近也明显感到了菜价的涨
势：“超市卖的叶类菜价格比之前上
涨了两三成，以小白菜为例，前段时
间只有 2 元多，现在都涨到了 4 元
多。”

除了商超外，农贸市场的菜价也不
温柔。在渝中区石灰市菜市场，白萝卜
2.5元/斤、小白菜3元/斤、豌豆尖15.8
元/斤……一些摊主直呼：相比过去的

“姜”你军、“蒜”你狠，这次蔬菜也实现
身价倍增。一摊主王女士坦言，摊位上
29种蔬菜基本都涨了，去年同期西兰
花每斤价格在6元左右，现在便宜的卖
9元，贵的超过11元，“好几种菜比春
节前后还贵。”

市农业农村委监测数据显示，上
周批发市场监测的30种蔬菜价格实
现“26涨4跌”，蔬菜批发均价5.33元/
公斤，周环比涨 9.45%。其中，西葫
芦、西兰花、胡萝卜等蔬菜批发价格分
别为10.5元/斤、17.8元/斤、8元/斤，
分别以32.91%、22.25%、21.95%的涨
幅领涨。

菜价的上涨，让种植户和菜贩喜忧
参半。

这几天，璧山区蔬菜种植大户陈登
文喜上眉梢：“一斤蔬菜的地产价高出
5角钱，一车就要多挣几千元呢。”

趁着行情好，从10月20日起，陈
登文的蔬菜基地每天都有近3000斤蔬
菜运往重庆双福农贸城和璧山城区的
农贸市场。经过10余天的消耗，在地
能采收的仅剩10多亩小白菜、茄子。

“等这批蔬菜采收完了，接着就是以油

麦菜为主的秋季菜上市了。”
经销商的情况则没这么乐观。菜

贩王志文从事蔬菜买卖已经5年了。
本以为近期蔬菜行情好可以大赚一笔，
不曾想高菜价却拉低了销量，这几天他
一直唉声叹气：“菜价贵了，买的人就少
了。过去一天能卖五六百斤莴笋，现在
一天只卖得到一两百斤。”

同王志文一样，渝北区仙桃街道的
一社区生鲜超市店老板李福军最近在
进货时很谨慎。记者看到，他的生鲜超
市里仅有价格相对便宜的小包菜、圆白
菜等5种叶类蔬菜。他说：“菜价高了
基本没人买，损耗大，不得不减少备
货。”

多种因素推高菜价

作为重庆最大的“菜篮子”，双福国
际农贸城承担着城区居民蔬菜、水果、
肉禽蛋等农产品供应保障任务。

农贸城蔬菜市场经理孙伟棋介
绍，该市场有30%的蔬菜来自云南，
15%的蔬菜来自四川，12%的蔬菜来
自贵州，重庆本地的蔬菜供给占10%
左右，其他蔬菜则来自山东、河南、山
西、甘肃等地。但由于今年甘肃局部
地区出现干旱，山东、河南、山西遭遇

暴雨洪水，蔬菜产量下降，导致近期
大部分蔬菜进货价格比去年同期高
了近两成。

“近期天气冷热交替频繁也是重庆
菜价上涨的重要原因。”孙伟棋表示，九
月下旬部分地区出现了高温天气。气
温过高，不仅使像儿菜这样要下种的蔬
菜没有种下去，还使得像丝瓜这类的蔬
菜结果不够理想，而进入到十月后部分
地区又气温骤降，又让部分蔬菜成熟期
拉长，一时青黄不接。

“从国庆开始一直到11月，本来就
是蔬菜换荏的季节，按以往经验，这个
时期的蔬菜上市少，菜价自然而然会出
现上涨的情况，只不过今年雨水多，导
致蔬菜受虫害影响大，上涨态势更加明
显。”陈登文说。

记者还了解到，除汛情、天气影响
外，菜价上涨还与生产、流通成本增加
直接相关。

“种子、化肥、农药、人工等价格都
在涨，种植肯定受影响。”陈登文坦言，
一亩地用肥200斤左右，仅化肥成本就
增加100多元，种子每公斤涨了五六十
元，再加上人工成本，每亩至少多投入
三四百元，菜价上涨在所难免。

此外，受疫情影响，运输、人工成本

也在上涨。“每吨蔬菜的运费涨了100
元。”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重
庆的西兰花、辣椒、毛芹等蔬菜都要从
甘肃调入，但近期兰州疫情导致交通管
控，调运车辆困难。再加上油价上涨，
进一步拉高了流通成本。

11月上旬菜价或将回落

“天气不利导致蔬菜断档属于短期
矛盾。”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认为，
此轮价格波动最大的主要是叶类菜，其
生长速度快，一旦天气好转，随着四川、
广东、海南、云南等地蔬菜大量上市，菜
价有望在11月上旬回落。

该负责人进一步分析，从总体
看，重庆蔬菜种植面积、在土蔬菜和
收获产量都稳中有增，10月前价格都
保持稳定。随着秋冬季蔬菜的上市，
全市蔬菜供应有保障，价格也将渐趋
稳定。

此外，目前市农业农村委也派驻技
术指导组，分赴各个区县进行蔬菜技术
指导，鼓励菜农种植上市快的叶类蔬
菜，尽快补充市场。同时针对农资上
涨，市农业农村委正抓好农资的调剂调
运，尽快到村到店，以保证蔬菜的正常
育苗和栽植。

蔬菜为什么贵了？
汛情天气等多重因素导致，11月上旬菜价有望回落

10月31日，渝中区石灰市菜市场，市民正在选购蔬菜。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本报首席记者 龙丹梅

2021年，北碚区入围第七届全国
文明城区提名城区，正式“创文”走过一
年，北碚城市发生了哪些肉眼可见或潜
移默化的变化？普通人如何参与全国
文明城区建设？10月28日，北碚区5
名“发言人”走进北宾文创街区，就“创
文明城 做文明人”与市民面对面交
流。

“自开展‘创文’以来，我们做了8
件事。”来自北碚区委宣传部的发言人
方虓军一一列举，“比如提升政务环境，
群众办事更方便了……再比如改善生
态环境，前不久北碚才捧回了国家‘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金
字招牌，区委又提出要把缙云山打造成
世界的名山，大家一起来参与，为‘创
文’加把劲……”

方虓军的话引来阵阵掌声，来自北
碚区城管执法支队的发言人赵和平接
着发言：“文明停车也是创建文明城区
的一部分，仅今年，北碚就新增配建停
车位1.8万个，建成投用15个公共停车
场，增加1766个公共停车位，还按规定
施划了4000多个路内停车位……”

说到这一年的变化，不能不提“菜篮
子”。来自北碚区商务委的发言人王敏
说，现在北碚一共有44个农贸市场，市
民一公里范围内买菜不成问题。不仅如
此，北碚已连续3年通过财政斥资以奖
代补推动农贸市场标准化改造，经过改
造后的朝阳市场、水土和欣家园市场现

在干净明亮，市民形容在这里买菜就像
“逛超市”一样，接下来，像这样美观、便
捷、智慧的农贸市场还会出现更多。

谈到变化，北碚区朝阳街道发言人
秦新坦言，这几年，通过老旧小区改造，
朝阳街道的变化可太大了。比如过去

“脏乱差”的南京路片区，现在有了滨江
步道、正码头广场、滨江休闲体育公园、
朝阳社区艺术馆、街区书屋和市民驿
站，南京路片区改造项目还获评了“中
国城市更新和既有建筑改造优秀案
例”。现在，新房子片区正在按“校区、
厂区、街区、小区、景区”有机融合的思
路进行老旧小区改造，居民们都很期待
呢。

“创文”带来了这么多变化？那么，
普通市民如何参与其中呢？方虓军说，
路边的“文明劝导员”、社区的“义务清
洁员”“楼院哨兵”，都是普通市民积极
参与“创文”工作的体现，即使不是志愿
者，普通人做好家门口的清洁、出门遵
守交通规则，都是为“创文”作出的努
力。

“俗话说身教胜于言传，作为成年
人、孩子的长辈，我们首先做好文明示
范，给未成年人树立良好的榜样形象。”
来自北碚区教委的发言人杨万长建议，
家长还应该积极参与家长学校、家长沙
龙等家校共育活动，提升自己的教育能
力。此外，家长应鼓励和支持孩子参与

“传承红色基因”教育、学雷锋志愿服务
等活动，让未成年人也参与到文明城区
的创建中。

新增停车位、提升菜市场、改造老旧小区
北碚5名发言人走进社区谈“创文”

10月28日，施工人员在北碚区安礼路停车楼施工现场忙碌。近期，北碚区首
个智能立体停车楼开始设备安装调试和附属工程施工，该停车楼由中铁二十二局
五公司承建，设计机械停车位348个，预计年内投入使用。

特约摄影 秦廷富/视觉重庆

10月29日，巴南区举行第四季度
招商项目集中签约活动，签约优质项
目25个、总投资216亿元，签约额较去
年同期增长26%。

“本次集中签约，既是巴南区 7
月-9月招商季攻坚活动成果的集中
展示，也是巴南产业链链长制工作成
效的集中检阅，为全年谋划举办的4
场集中签约活动划上圆满句号。”巴南
区招商投资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以来，巴南区聚焦生物医药、装备制
造、大数据和软件、物流电商等产业
链，强链、补链、延链，共引入具有很强
引领性、创新性和成长性项目超过
100个、总金额近千亿元，为巴南区经
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能。

产业链招商
“链”出发展新动能

今年来，巴南区在全市率先启动
产业链链长制，聚焦生物医药、汽车摩
托车、装备制造等7条优势产业链，区
长挂帅“总链长”、副区长挂帅“链长”，
打响了一场产业链、创新链“双链融
合”招商攻坚战。

巴南区招商投资局率队对惠科金

渝、汉朗精工、宸安生物、铃耀汽车等
链上重点企业开展常态化、全覆盖走
访服务，全面了解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发展现状，建立了《产业链存量重点企
业关联企业清单》，点对点纾困解难，
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

重庆光宇瀚文汽车工业有限责任
公司是深耕巴南区多年的存量制造业
企业，专注专用汽车生产、制造、销售
和服务。

此次集中签约中，重庆光宇瀚文
汽车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追加5亿元投
资在大江科创城布局专用汽车智能制
造、网络货运及销售平台项目，以产业
互联网思维打造汽车供应链平台，加
速汽车行业数字化转型。

据介绍，今年以来，巴南已引进惠
科显示模组、长安汽车B561、宗申航
发扩建、晶朗光电、南山控股智能装备
创新产业园等一批补链成群项目，重
庆国际生物城创新中心、鼎润物流富
康木材市场、中南高科重庆大健康智
慧谷等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苏州汉朗
光电高性能液晶混晶、上海交通大学
数字医学联合技术中心、重庆美莱德
药物安全评价研究中心等重大项目建
成投用，为巴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
了不竭动力。

打造大健康产业发展新高地
落地医康养项目25个

10月22日，巴南区召开大健康产
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议，提出按
照“药、医、游、养、健、管”一体化发展
路径，举全区之力，打造大健康产业高
质量发展新高地。

大健康产业一头连着民生福祉、
一头连着经济发展，是巴南区把资源
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培育新的经济
增长点的战略选择和顺势之举。

为此，巴南区聚焦大健康产业，进
一步加大招商投资力度，聚力打造大
健康产业发展新高地。

本次集中签约活动中，就有小可
医疗设备生产基地、如益生医养康温
泉酒店综合体等6个大健康产业项目
签约、合同金额80亿元，占本次集中
签约总额的37%。

巴南区招商投资局局长李萍介
绍，在推动大健康产业发展过程中，除
了巴南自身的努力外，巴南区还大力
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共同推动大健康

产业做大做强。
9月27日，巴南区举办民宿项目

招商推介活动，与以往唱“独角戏”不
同，此次民宿推介活动，与巴南结起对
的丰都县和成都温江区都组团参加，
共话民宿发展、共谋投资机遇。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巴南大健
康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以来，巴
南区累计签约大健康产业项目25个、
合同金额超300亿元，大健康产业集
聚效应凸显，成为推动巴南高质量发
展的新引擎。

开展“链式服务”
招商项目落地率大幅提升

10月13日，汽摩工业智能制造产
业园在重庆公路物流基地开工建设，
项目占地约222亩，总投资约16亿元，
全面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约26亿
元，年纳税不低于 4500 万元，预计
2023年全面建成投用。

“汽摩工业智能制造产业园的开
工建设是我区招商项目代办员全程服
务制度的一次成果展示和服务检阅。”
李萍介绍，今年来该局牵头对汽摩工
业智能制造产业园、惠科模组、美利信
5G通信基站等36个购地自建项目落

实了招商项目代办员全程服务制度，
实行“一个项目、一名代办员、一张倒
计时作战表、一周跟踪进度、一抓到
底”的工作模式，全程代办落实规划覆
盖、土地出让、企业开办、建设手续办
理等全流程事项，使一大批项目快速
落地、开工建设。

通过招商项目代办员全程服务制
度的有力实施，今年来巴南区已有重
庆国际生物城科技创新孵化中心等38
个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腾龙5G产业园
B1号数据中心等一大批重大项目建
成投运，为全区“五个千亿级产业集
群”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

“接下来的 2个月时间，是定全
年、保全局的收官阶段，也是明年工作
起好步、开好头的关键节点。”李萍表
示，下一步，巴南区将进一步推进产业
链链长制走深走实，招龙头、补链条、
聚集群，持之以恒、善作善成，确保高
质量完成全年招商投资目标任务；进
一步完善机制加大服务力度，努力实
现“签约项目源源不断、开工项目铺天
盖地、施工项目热火朝天、竣工项目接
二连三”的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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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南招商交出亮眼成绩单
今年累计签约项目超过100个，总金额近千亿元

巴南区2021年四季度招商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10月
2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
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人民
银行办公厅公布了第三批全国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34个城市
获批第三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
区，我市巴南区、江津区、铜梁区成功
入选，实现我市信用示范区零的突
破，三次累计获批数量居西部地区第

一，全国第八。
2015年至2021年，全国3次开展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创建，1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2个城市被

确定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信
用体系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成为衡量城市营商环境水平的风向
标。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巴南区、江津区、铜梁区成功获评，既
是对重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肯
定，也是重庆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有力的
佐证。

重庆3区县入选全国第三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

本报讯 （记者 张凌漪）10月
29日，在重庆市2021年“全国安全用
药月”启动仪式上，市药监局有关负责
人对《重庆市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
建设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
施》）进行解读。其中，我市将推进“互
联网+药品监管”，支持建设涵盖许可
审批、监管执法、风险防控、检验检测、
考核评价等为一体的全市药品智慧监
管平台，推进药品监管领域移动互联
应用。

据介绍，《若干措施》是市政府办公

厅印发的首个专门针对药品监管能力
建设的政策文件，共31条，包括加强组
织管理能力、依法行政能力、执法监管
能力、技术支撑能力、智慧监管能力、风
险防控能力、服务发展能力、社会共治
能力、保障能力等9个方面。

在智慧监管方面，我市将推进“互
联网+药品监管”，逐步实现审评审
批、证照管理、监管执法等数字化、网
络化，汇集药品全生命周期数据，构建
药品监管数据库，建立药品企业电子
档案。

重庆建设药品智慧监管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