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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类型：B

（临商务）字第 2019005号

对市政协第十五届三次会议第111号

提 案 的 答 复

尊敬的陈际科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城乡便利消费服务中心建设的建议》收

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我市商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市商务局党组对

您的提案高度重视，召开了局党组扩大会议进行了专题研究，并

制定了办理方案，由分管领导牵头，安排相关科室，有关人员具

体负责，对如何推进临沂城乡便利消费服务中心建设进行了深入

的调研分析。

近年来市商务局开展了“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农产品现代

流通综合试点”、“集中连片推进农产品流通和农村市场体系建设

试点”、“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试点”等 4 个国家级试点，

累计争取国家扶持资金超过 2 亿元、带动社会投入 10 亿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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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了鲁南粮油、宝庆超市、开元超市、三益科技、皇山、华凯、

鲁中蔬菜、沂蒙优质农产品交易中心等流通企业，全市年交易额

5亿元以上农产品批发市场 20多家，城区便民农贸市场 40多家。

在农产品流通模式创新，“农超、区超对接”、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追溯体系建设，着力建设高效畅通、安全有序的农产品现代

流通体系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保障了城乡居民便捷消费、安

全消费、满意消费。全市新建和改造 585 家农家店、总数达到

6223 家，新建配送中心 1 个，达到 8 家，新增乡镇商贸中心 2

家，信息化农家店达到 400 多家，初步建立起了以县级配送企业

为龙头、乡镇直营店为骨干、村级农家店为基础，顺畅高效的新

型农村商品流通服务网络，农村购物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农村消

费得到有效拉动，商品质量明显提高，农村服务明显拓宽，农村

日用消费品流通网络进一步健全，“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

双向流通渠道更加畅通。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上级有关要求，借鉴提案中的建议，与

相关部门紧密配合，结合临沂实际，集中精力创造性的做好这项

工作。

（一）巩固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成果，推行农村现代流通新模

式。着力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由横向布点向纵向连线、区域成

网转变，积极对接电子商务进农村工作，在我市各县区实施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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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网络再造工程，强化配送中心、乡镇商贸中心建设，形成以

县域配送中心为主体、乡镇商贸中心为节点的经济、便捷配送体

系，依托电子商务平台进一步完善城区超市为龙头、乡镇商贸中

心为骨干、村级农家店为基础的连锁经营体系，打造农村“连锁

链”。

（二）推动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试点。通过加大对公益性

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冷链仓储、加工配送、信息平台等公共服务设

施的投入，提升农产品批发市场在稳定产销、保障供应、促进食

品安全、承担突发事件应急保障等方面的公益性功能，增强政府

的宏观调控能力，促进我市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在优质农产品

主产地建设具有稳定产销、保障供应、促进食品安全以及传输供

求信息、承担突发事件应急保障等公益性功能的一级生鲜农产品

批发市场，实行交易产品准入和质量追溯管理，带动原产地标准

化生产基地建设，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实现农业增效

和农民增收。

（三）继续探索创新农产品现代流通模式。一是成立农产品

批发市场联盟。将组织化、信息化、专业化、标准化作为市场联

盟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临沂农产品商贸物流资源，通过建立紧

密型、半紧密型的市场联盟业态，打造具备整合供应链能力的统

一信息平台和统一（或共同）物流配送资源应用的服务体系，提



4

升优质“农产品进城、农资下乡”，“全国商品进临沂、临沂商品

流全国”的双向通道，促进产供销有机衔接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推进临沂优质农产品流通服务体系建设，助力重点农产品流通企

业健康发展。二是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积极探索农产品现代流

通的有效模式，让更多沂蒙优质农产品走上消费者餐桌，走向市

外、国外终端市场。大力推进农超对接、区超对接。引导和推动

市内大型连锁超市与农产品产销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出口

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开展农超对接、区超对接，力争到 2020

年，市内大型超市专区（专柜）达到 500 个，在国内大中城市超

市、批发市场设立专区（专柜）1000 个。

（四）不断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完善农产品质量安

全检测网络体系，在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农残检测、速测点，

在物流配送环节和超市销售终端建设完善的检测中心，形成

全程覆盖、网状检测体系。二是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

体系，建立从产地环境、种养、化学投入品、病虫害防治到疫

病控制、收获、储运、加工、销售各环节的关键点控制网络，形

成纵横连接的全程可追溯体系。到 2020 年，全市建成农残检

测中心、速测点分别达到 100 处和 1000 个以上，建成覆盖全

市农产品生产、加工、配送、销售终端的全程可追溯体系。

（五）健全农产品流通网络体系。继续推进农产品批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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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贸市场升级改造，打造以批零市场为主体的农产品流通链条；

扎实推进农超对接、区超对接，打造以超市为主体的农产品流通

链条；推动城市社区有序设立周末菜市场及早、晚市等鲜活农产

品零售网点，打造以农业生产基地、专业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

业为主体的农产品直供直销链条；支持农产品批发市场、连锁零

售企业强化农产品预冷、冷藏、冷冻及冷链运输设施建设，打造

完整的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以肉类、水产、果蔬等为重点，建

立从产地到餐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发挥我市产业、区

位优势，依托现有综合性农产品交易市场（物流基地）为龙头、

特色农产品专业市场为骨干，构建覆盖全市、辐射全国的现代农

产品批发市场集群。建设市级农产品市场信息平台，形成统一信

息发布机制。以华凯、皇山农产品市场，沂蒙优质农产品交易中

心为典范，在全市形成一批集农产品交易、价格形成、信息发布、

物流配送等功能于一体、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大型骨干农产品批发

市场。

临沂市商务局

2019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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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单位及电话：市场体系建设与秩序科 8312987

抄送：市政协提案工作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