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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内容：滑县作为农业大县，蔬菜种植产业颇具规模，拥有丰

富的蔬菜种植资源和经验。近年来，滑县蔬菜品质不断提升，在

满足本地市场需求的同时，也逐渐向外拓展市场。然而，当前蔬

菜供应链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种植农户面临蔬菜销售渠道不

稳定、价格波动大等困扰；另一方面，学校、饭店、工厂等餐饮

终端在采购蔬菜时，存在采购成本高、蔬菜新鲜度难以保障等问

题。为了促进滑县蔬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农户增收与餐饮

终端稳定供应的双赢局面，推动滑菜滑用，建立种植农户与学校、

饭店、工厂餐桌直接订单供应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状分析：1.供应端：滑县蔬菜种植农户以分散种植为主，

缺乏有效的组织和统一的销售渠道。农户在面对市场波动时，抗

风险能力较弱，时常出现蔬菜滞销、价格过低导致亏损的情况。

而且，由于缺乏市场信息，农户在种植品种选择上存在盲目性，

难以精准对接市场需求。2.需求端：学校和饭店作为蔬菜的重要

消费终端，采购蔬菜通常依赖多级批发商。这不仅增加了采购成

本，而且在中间环节中，蔬菜的运输、存储时间较长，导致蔬菜

新鲜度下降，影响菜品质量。同时，由于采购链条长，食品安全

追溯难度较大，难以保障蔬菜的质量安全。

具体建议：1.搭建信息对接平台：由政府相关部门牵头，建立滑

县蔬菜供需信息平台，整合全县蔬菜种植农户信息，包括种植品

种、种植面积、预计产量、上市时间等，以及学校、饭店等餐饮



终端的采购需求信息，如采购量、采购频率、质量标准等。通过

平台实现供需双方信息的实时共享和精准匹配，为直接订单供应

奠定基础。

2.加强订单合同规范管理：制定统一的蔬菜订单合同模板，

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合同中应详细规定蔬菜的品种、数量、

质量标准、价格、交货时间和地点、验收方式以及违约责任等内

容。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强对订单合同的审核和监管，确保合同的

合法性和有效性，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

3.强化质量监管与安全追溯：建立健全蔬菜质量安全监管体

系，加强对种植环节的农药残留检测和生产过程监管，确保蔬菜

质量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同时，引入信息化技术，建立蔬菜质量

安全追溯系统，为每一批次的蔬菜赋予唯一的追溯码，实现从种

植源头到餐桌的全过程追溯。学校和饭店在采购蔬菜时，可通过

扫描追溯码查询蔬菜的种植、采摘、运输等信息，保障食品安全。

4.发展冷链物流配送体系：加大对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的

投入，鼓励和支持企业在滑县建设冷藏仓库、冷链运输车辆等设

施设备。建立专业化的冷链物流配送队伍，提高蔬菜配送效率，

确保蔬菜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的新鲜度和品质。通过冷链物流配

送，缩短蔬菜从田间到餐桌的时间，减少损耗，提升蔬菜的市场

竞争力。

5.给予政策支持与金融扶持：政府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对参



与滑菜滑用直接订单供应模式的种植农户和学校、饭店、工厂给

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如对农户的种植补贴、对餐饮终端的采购补

贴等，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参与积极性。金融机构要加大对蔬菜

种植农户和相关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为

蔬菜产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