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一直占中国
人口的大部分，农民的生活状况关系着中
国的社会稳定。在现代生产建设中，农业
也是工业、服务业等的基础和支柱。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难点和重点都在“三农”上。当前农业和农
村发展还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村基础
设施薄弱、公共服务不足、农民收入增长
困难问题还很突出，农业、农村仍然是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在现
阶段，只有实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
方略，才能切实优化经济结构和实现协调
的、可持续的发展，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
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才能如期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宏伟目
标。从 2004 年国家发布“三补一减”，到
如今中央一号文件突出强调了“农业科
技”，不难看出国家及地方政府对“三农”
的关注，关心“三农”不单单是为了解决粮
食的问题，还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
族的伟大复兴。

洛阳 宏 进 农 副 产 品 批 发 市 场 有 限
公 司隶属于中国农产品交易有限公司

（HK.0149），后者于 1995 年 1 月在百慕达
注册成立，目前主要在香港、广东、广西、湖
北、江苏等地开发、经营及管理大型农副产
品批发贸易平台，并积极不断地拓展业务
至全国。

农业物流是以农业生产为核心而发生
的一系列物品从供应地向接受地的实体流
动和与之有关的技术、组织、管理工作，也

就是使运输、储藏、加工、装卸、包装、流通
和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实现有机结合。农
业物流、农村物流、农产品物流三个概念
中，农业物流的外延最大，可以包括后两者，
也可以把“三农”领域的物流统称为农业物
流。它分为生产、供应、销售等类型的物流，
建立现代农业物流具有很广泛的现实意义。

中国农产品交易有限公司在全国已初
步建立并形成了集农副产品生产、批发、
零售于一体，覆盖全国的农副产品流通
体系，并为全国农产品提供了一个集高
素质管理、食品安全监控和流畅分销的
交易平台。

2011年通过洛阳市招商引资平台，洛
阳宏进农副产品国际物流中心项目成功落
户洛阳市老城区邙山镇。洛阳宏进农副产
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也是中国农产品交易
有限公司在河南省洛阳市投资设立的港商
独资企业。

2012 年公司重点拓展在河南省的业
务，现在正在筹建洛阳和开封两个国际
物流中心项目，洛阳项目现已全面开启，
为当地和周边的商户以及居民提供一站
式的服务，成为豫西地区一站式服务的
超大型、综合性、现代化农副产品批发市
场，立足豫西，辐射山西、陕西等地区，并
通过集团公司农产品物流中心网络辐射
全国。

洛阳宏进农批一期规划分为 7 大交
易区、9 大配套中心，投资额约 6 亿元人
民币。

该项目一期市场占地 530 亩，总建筑
面积约 23 万平方米。市场由 A、B、C 、D
四个经营区、两条主要干道（分别是宏安大
道和宏进大道，宽度都达到 40 米）以及农
商总部办公楼、客服中心、结算中心、电子
交易中心和沿街配套商业区共同组成。A
区为综合副食品区，将打造华中地区规模
最大、品种最全的综合副食品区；B区为蔬
菜、葱姜蒜、菌类和冻品区，其中蔬菜区每
间档口的宽度为 8 米，可同时进入两辆货

车，中间还可预留过道，方便货品的搬运，
节省时间，提高效率；C区为油罐、粮油、干
调、精品果区，商铺间的距离为14米，配备
人性化的遮光雨棚，为商户提供一个良好
的市场交易环境；D 区为水果大棚、冷库、
牛羊肉和水产区，采用独立供水设施、全自
动化的排污系统。项目一期工程于 2012
年9月启动建设，现今已完全交付使用。

预计市场年交易量达 700 万吨，年交
易额超人民币 150 亿元，将成为豫西地区

重要的农副产品物流集散地。
预计市场创造就业人数达 1 万名，将

统一改善传统农贸市场肮脏、杂乱及欠缺
管理等问题，对稳定农副产品价格、保证食
品安全、完善农民的物价信息、提高收入
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公司有多年经营农批市场经验, 包
括武汉白沙洲、玉林、徐州、东莞、钦州、开
封等。市场在经营, 幅射面是全国性的,
宏进项目可实现南菜北调、北菜南调，而
洛阳将会是宏进全国市场网络的中心枢
纽，对稳定农产品价格、完善农民的物价信
息、提高农民收入有引导性的作用，再加
上市场现代化中央结算管理、高解像的监
控系统、外资企业先进的管理模式，对衔
接国际化的经营农产品市场有非常好的示
范作用。

洛阳宏进农副产品国际物流中心项目
将成为设施、管理达到国内一流水平的综
合性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借助河南省农业
大省的地理优势，致力于促进现代化农业
产业化发展，全力支持和响应国家的“菜篮
子”政策，鼓励公平、高效及现代化的贸易
环境，务求为全国农业及物流行业发展做
出贡献，树立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标杆，真正
做到以诚强农、以信惠农。 （童本琦）

农批商户的财富航母 洛阳群众的超级“菜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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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窑湾古镇

在江苏新沂、邳州、睢宁、宿豫 4 县市区
交界处，京杭大运河来了一个“S”形大拐弯，
千百年来，人们从这里乘船出发，南可达苏
杭，北可抵京津。这里就是窑湾古镇。

京杭大运河上的重要码头
窑湾古镇隶属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

位于京杭大运河与骆马湖交汇处，三面环水，始
建于唐朝，是一座具有千年历史的水乡古镇。

“古时，被频发的山洪裹挟来的大量泥
沙，成为烧制陶器的最佳材料，用泥土烧制砖
瓦就成了当地人重要的谋生手段，又由于这
里地处京杭大运河拐弯处，故名‘窑湾’。”市
隋唐大运河博物馆特约馆员王志军说。

我们在窑湾码头看到，这段运河呈现出
一种自然的状态，水面开阔，河道中间有杂树
丛生的小岛。运河边上有一排永久停靠的船
只，船上的人以船为家，在靠岸的空地上种菜
养鸡，空地和一大片柳树和草地连接在一起，
有人在下网捕鱼，有人在织网。

“自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以来，窑湾成为运
河上重要的码头，凭借扼守大运河黄金水道的
地理优势，窑湾曾经‘日过桅帆千杆，夜泊舟船
十里’。”徐州市文物局相关工作人员说。

史料记载，1668 年，一场大地震波及窑
湾，2年后，康熙皇帝大赦天下，一批明朝遗民
被发配到窑湾等地开荒生产。这批人文化素
质较高且具有多年管理经验，他们精密规划，
利用窑湾“S”形的自然河岸，筑成 5 里街道，
又按八卦九宫方位，建成10条街道和1条回
族街，形成相当规模。

82岁的窑湾镇居民严长北告诉我们，窑
湾作为京杭大运河上一个重要的内河航运码
头，直接连接着市场。当年，方圆几百里所产
的商品都汇集在此上船。从北方运来的煤
油、卷烟、火柴、棉纱、碱粉等“洋广杂货”，也
在窑湾卸货，销往宁、沪、杭。

“处在这样一个地理位置，可以想象窑湾
曾经的繁华。”“大运河申遗中国行”活动志愿
者、洛阳宏进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营销
部华中一区营销总监童本琦说，大运河把黄河
与淮河连接起来，将江南与江淮地区丰富的物
产运到北方以解决都城及军队的供应问题，这
是人力、马车等陆路运输所不能解决的。

清末苏北“小上海”
走出历史的记载，走进现实的窑湾，这里

依旧保留了 2 条较完整的古街道，一条是中

宁街，一条是西大街。
中宁街 1 里多长，石板铺路，两边是店

铺，前廊出厦，木板门面，弯弯曲曲纵贯古镇
南北；西大街以民居为主，有富商人家的大
院，也有普通人家的斗室。赵信隆信昌酱园
至今还生产甜油和咸菜，上百个酱缸整齐地
排在一起，上面覆盖着罩笠，看上去十分壮
观。东西当铺、吴家大院、徐家大院等建筑保
存得尤其完好，这些古建筑既有北方建筑的
稳实厚重，也有南方建筑的灵巧秀雅。

徐州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08年
9月，徐州市委、市政府成立了骆马湖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全面启动了对窑湾古镇的保护
和开发工作。一期工程历时1年，于2009年
9月30日竣工，共投入资金1亿多元，修复古
建筑500多间，面积有1万多平方米。

在商业文化繁盛的窑湾，有一个奇特的
地方，那就是“夜猫子集”。窑湾古镇讲解员
王玉凤介绍，过去，漕运船只及一般货船都喜
欢在这里停靠，晚上停泊早晨起航。船家商
贾为了补充生活必需品，需要在夜里上集，购
齐货物马上返回，不耽误天明起航。为满足
船家商贾的这一需求，当地自然形成夜集，当
地农民向船家商贾出售农副产品，星夜赶集，

黎明结束，也不耽误白天的农活。这种夜间
经营天明即散的集市，流传了几百年，人们称
它为“夜猫子集”。

据记载，窑湾的“夜猫子集”历史悠久，兴
于明末清初，到清末，已有“小上海”之称。当
地流传着一首民谣，描绘了“夜猫子集”的热闹
场面：“梆打三更满街灯，恭候宾客脚步声。四
更五更买卖盛，十里能闻市潮声。”

如今在徐州，由香港宏安集团、徐州供销
社等合资组建的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
已成为当地最大的综合性农副产品交易市
场，该市场集农副产品交易、加工、配送于一
体，是淮海经济区首家交易额超过百亿元的
农副产品交易市场。

出台规划保护大运河遗产
徐州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京杭大

运河在该市境内长 210 公里，北起微山湖南
段蔺家坝，南至新沂窑湾，流经沛县、铜山县、
贾汪区、邳州市、睢宁县、新沂市等 6 个县市
区，流域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

作为京杭大运河线上的枢纽城市，徐州
市境内运河流域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文物古
迹甚多，大运河水道遗产包括古泗水水道、黄
河故道、蔺家坝等 20 多处；大运河聚落遗产
包括徐州古城和窑湾古镇；另外，还有云龙山
诗碑、黄楼、“五省通衢”牌坊、户部山古民居
群、乾隆行宫大殿等大运河物质文化遗产。
目前，窑湾镇历史街区入选大运河申遗预备
名单的立即列入项目。

为加强对这些大运河遗产的保护，徐州
市已出台《大运河(徐州段)遗产保护规划》。
根据规划，对大运河水道和水利、航运工程遗
产的保护，该市将整合运河港口的码头岸线，
清理各类小码头，恢复两岸环境；重新规划合
理的、持续发展的道路交通系统；除水利、航
运设施及其附属建筑外，搬迁占用河岸、堤防
的民宅或其他建筑物与构建物，恢复绿化。
对大运河聚落遗产的保护，该市将逐步外迁
古城区内的污染工业，中、远期结合城市产业
结构调整，降低市域范围及大运河沿线的结
构性污染等。本报记者 戚帅华/文 鲁博/图

千年古渡口 镇守运河湾

赵信隆信昌酱园内景

窑湾码头昔日的贸易场景（蜡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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