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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蔬菜龙头企业 发展订单农业 

——崇明蔬菜龙头企业订单农业发展模式探析 

王树人 陈丹 黄志峰 张杰 

随着崇明绿色农业转型升级，今年年初，上海崇明蔬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崇明蔬菜集团”）顺势

成立，致力服务于崇明区域内以蔬菜为主的地产农产品生产、运输、销售等全产业链发展。以蔬菜集团为抓手，崇

明正全力推动蔬菜产业向订单化、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一、基本情况 

崇明蔬菜集团由上海崇明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静捷蔬菜专业合作社、上海王波果园专业合作社 3家股东组成，集团

直属蔬菜生产基地 5个，分布于农业园区、竖新镇、港西镇等，总面积约 1500亩，主要种植青菜、杭白菜、米苋、茼蒿等上海

市民喜爱的绿叶菜品种。公司充分整合优势资源，带动 5000余亩蔬菜规模化基地进行销售，拥有先进的加工冷链物流以及全产

业链平台系统等软硬件设施设备，建立并严格执行蔬菜全品种种植及产品标准。 

二、主要做法 

（一）勇于承担疫情防控和稳价保供社会责任 

一是实施全封闭式防疫管控。3 月 27 日晚，全市进入封控，为保障市民“菜篮子”，崇明蔬菜集团立刻部署，成立防疫保

供专班，制定封闭式管控预案，连夜动员组织 150余名员工克服困难，开展蔬菜生产、采收工作，做到吃、住、上班 24小时全

封闭在公司。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实施种植端、加工端、运输端各自闭环的管理模式，定期完成核酸检测，减少人员流动。

对物流车辆驾驶员等重点人群，落实 48小时核酸检测机制，落实农产品物流车辆零接触配送，做好定车定人、每日消杀、核酸

检测等防控举措。3月 27日至 5月底，在落实疫情防控的同时，为上海市“菜篮子”保供做出重要贡献。 

二是勇于承担稳价保供责任。疫情期间，充分发挥蔬菜龙头企业优势，带动部分中小企业、合作社抱团发展，让运力弱、渠

道窄的生产型合作社专注生产，让运力强、渠道宽的崇明蔬菜集团代运代销，形成“共享产能、统筹销售”的保供模式，有力提

升疫情期间农产品保供能力。针对区内实施的地产农产品集采集配集送模式，崇明蔬菜集团根据各乡镇每日提出的蔬菜订单需

求迅速接单，在全区范围内统筹调配、无接触集中配送，保障崇明辖区内群众在疫情管控期间正常蔬菜需求。同时，在保障本区

蔬菜供应的基础上，加大对市区供应力度。疫情期间，崇明蔬菜集团累计供应市区蔬菜 10000余吨，主要供应市政府、航天局等

各大机关事业食堂，浦东机场、瑞金医院等多个民生单位，以及长宁区、黄浦区、虹口区等多个中心区街道社区。面对疫情期间

飞涨的蔬菜价格，崇明蔬菜集团严格按照区政府相关部门的每日地产农产品指导价进行销售，确保地产蔬菜价格稳定。 

三是积极带动滞销蔬菜销售。疫情期间，部分以批发市场、食堂为主要流通渠道的卷心菜、莴笋和有机花菜存在大量滞销现

象。对此，崇明蔬菜集团主动作为、施以援手，协助因疫情导致暂无销售渠道的中小散户进行销售。协调供应各乡镇集采集配保

供套餐，将卷心菜、莴笋、有机花菜等种类纳入居民保供套餐。积极对接静安区、长宁区等，实施阶段性促销保供套餐，积极消

化滞销品种。疫情期间，累计为 50多家主体销售卷心菜、莴笋等蔬菜 1000余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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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造蔬菜全产业链，推动订单农业发展 

一是推动单品化订单种植。近年来，崇明以蔬菜规模化签约基地为抓手，推动蔬菜单品化、规模化种植，围绕绿色认证、单

品规模种植、管理水平、信息上网等方面，发挥政策合力和考核约束，不断提升蔬菜规模化基地整体发展水平。崇明蔬菜集团以

此为契机，积极与部分种植水平高、管理能力强的种植型合作社签订订单协议，通过提供种子等投入品、设定种植标准、制定全

年计划、设置收购保底价等方式，探索蔬菜订单农业模式。截至目前，崇明蔬菜集团已签订 2000亩核心蔬菜订单农业基地，根

据协议要求，核心基地根据不同规模常年主栽品种不超过 3-5个，充分发挥单品种规模化的优势，降低种植成本，提高市场竞争

力。同时，崇明蔬菜集团还长期辐射带动合作社和农户 5000余亩，全年带动销售地产蔬菜约 4.7万吨。近期，崇明区蔬菜协会

（前身为崇明蔬菜学会）也重组成立，将围绕崇明蔬菜产业和龙头企业发展，协助政府部门研究制定蔬菜产业政策，制定发布行

业标准，引导协会成员抱团发展。同时，积极收集、分析、发布蔬菜行业信息，为协会成员提供蔬菜产业发展的动态咨询和技术

推广应用服务。 

二是制定种植和产品标准。依托崇明区蔬菜协会，崇明蔬菜集团排摸梳理了目前崇明种植的蔬菜品种 50余种，根据种植规

模、市场销售等因素进行分析，推进相关种植和产品标准的企业标准制定。种植标准包括种子品种、栽培技术、水源标准、农药

使用标准、农残检测标准等，产品标准包括绿色认证要求、规格外观、品种要求、包装运输等，为产品的标准化、商品化提供有

力支撑。截至目前，20种主要蔬菜品种的企业种植标准和企业产品标准已形成确定，其余品种正在修改完善中。 

三是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崇明蔬菜集团销售的本地蔬菜均通过了有机或绿色认证，这得益于崇明蔬菜产业的绿色发展。近年

来，崇明制定了绿色农药推荐目录清单，建立全程可追溯的绿色农药封闭式管控体系，积极整合区供销社在农资统供统销方面的

优势资源，不断完善和扩大绿色补贴农药供应网络，推动绿色农资门店网点和配送服务覆盖到所有镇、村，持续增强为农服务能

力。建立健全农药供应长效管理机制，确保绿色补贴农药供应及时、均衡。通过对全岛农业经营主体全覆盖实施绿色农药限额免

费供应，绿色认证总面积占上市总面积的 90%以上。自 2018 年起，崇明整建制推广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土壤保育、废弃物

处理、地布地膜回收等绿色生产技术。目前，全区实现蔬菜生产主体地布地膜回收全覆盖，规模化蔬菜基地水肥一体化设施、废

弃物处理 100%，大幅提升蔬菜基地的节水节肥、减药增效、土壤肥力、精细化管理、废弃物综合利用等水平。 

四是整合运输和销售资源。崇明蔬菜集团建有 3个标准化蔬菜包装配送中心，总计近 18000平方米。拥有 70多辆农产品运

输车辆，蔬菜日供应量约 130吨。拥有实体销售门店 42家，分布在长宁区、静安区、黄浦区等中心城区，同时也是各大新零售

平台、超市、企事业单位食堂的优质供应商和服务商，主要销售渠道包括盒马鲜生、叮咚买菜、美团等新零售平台，世纪联华、

大润发等各大商超，以及学校、医院等企事业单位食堂。为实现从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管控，崇明蔬菜集团积极构建蔬菜供应链

平台。崇明蔬菜集团、在崇各销售型合作社、生产型合作社、种植户在同一个操作平台上，均可完成上市蔬菜品种信息发布、订

单生成下单、物流运输分配、销售信息共享等全环节。通过应用农产品供应链平台，实现三大功能：一是价格信息共享，各生产

型主体的价格信息公开发布，有利于稳定蔬菜价格；二是销售渠道共享，针对平台订单量较大，单独一个基地无法满足订单需求

的情况，可通过系统直接根据上市品种分配给生产型主体；三是运能共享，订单数量不满足一辆车时，可与同一运输线路其他销

售型合作社进行“拼车”，实现运能节省。 

三、思考与设想 

一是抓牢生产源头，优选种质资源 

崇明区蔬菜协会制定发布适宜崇明本地种植的种质标准，崇明蔬菜集团挑选固定合作伙伴，从事苗种的工厂化生产，对合作

基地进行统一供种，进一步鼓励和带动合作社及农户开展统一种植和销售。针对高端市场，适度发展特色蔬菜品种，形成特色蔬

菜种源产业链。建立自主种源试验基地，持续加强与科研院校合作，挑选符合市场需求的特色品种，如崇明小菠菜、崇明香酥芋、

崇明金瓜等，开展提纯复壮，取得品种登记并推进示范推广。崇明蔬菜集团挑选有种植技术的合作基地进行崇明特色蔬菜品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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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化生产，确保稳定向市场供应。 

二是发展设施菜田，提高机械化水平 

在打开市场、稳定销路的前提下，围绕崇明蔬菜集团的品种需求，协助种植水平高、管理能力好的蔬菜种植主体提高基地基

础设施水平。以蔬菜产业集群、都市现代农业项目、高标准设施菜田建设等项目为抓手，在“十四五”期间计划推动建设不少于

5000亩高标准设施菜田，建设不少于 10个 300亩以上规模的高标准设施菜田，进一步提高蔬菜种植规模化水平。在崇明蔬菜集

团核心种植基地内，选取单品种种植基地，探索青菜、生菜、杭白菜等绿叶菜全程机械化生产，选取如韭菜等单一品种种植、市

场前景好的种植基地开展耕种收分级包装“机器换人”创建。崇明蔬菜集团核心基地探索无人农机在蔬菜生产领域的场景运用，

打造数字农业蔬菜基地。 

三是提升净菜加工设施，延伸产业环节 

建立金字塔型不同渠道的销售体系，在既有包装类、毛菜类蔬菜销售渠道的基础上，扩大以企事业单位食堂、连锁餐饮行业

为主的净菜类渠道，试水以馅料、速冻蔬菜等为主的“中央厨房”深加工类渠道，解决不同渠道间的产品损耗问题。以现有 40

多家自有门店为基础，打造“B2C”自有销售体系，实现从基地直接到客户的共享田园模式，合理调整销售结构，逐步减少对销

售渠道的依赖。为实现此销售体系，需要强大的运输和加工能力，崇明蔬菜集团谋划在东、中、西布局净菜加工仓储中心，以及

覆盖全岛的农产品运输物流中心，着力打通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分拣仓储等产业链关键环节。 

四是打通销售堵点，组建产业联盟 

将崇明蔬菜供应链平台进一步拓展延伸至崇明各类农产品，覆盖崇明清水蟹、白山羊、大米、猪肉、水果等龙头企业及产业

联盟，实现供应链平台共享，成为崇明整体对接市场的销售平台，实现客户资源共享、品牌集群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崇明区域公

共品牌力影响力。通过在电视、广播、新媒体等渠道加大广告投放量，持续加大崇明农产品品牌宣传力度。依托崇明优势蔬菜产

品特点，为崇明蔬菜量身定制系列品牌产品，以单品、季节品、春季吃鲜、夏伏天养生等方式开展崇明绿色蔬菜爆款营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