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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食大国，中国老百
姓满意不满意，看看他家的餐
桌就知道了。而家庭主妇能够
买到什么新鲜食材，决定了这
家人的幸福指数。曾几何时，中
国每家每户都有一个买菜用的
菜篮子，而这个寻常小物件与
浩大的“工程”于1988年结合
在一起，成为改革开放的一大
政绩———“菜篮子工程”。

一日三餐从国家定量供
应到吃饱肚子，再到在家门口
就能吃遍全国、全世界的新鲜
蔬菜瓜果，这是中国供给和流
通格局的变迁，也是改革开放
以来民众消费升级的最直观
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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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篮子”里看民生（上）
! 金姬

百里不贩粗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物资都极度紧缺。

为保证全国老百姓都能吃得上粮食，我国实
行统购包销的计划经济政策，各省市以自产
为主。粮油米面、鸡蛋、肉、蔬菜等食品都按人
口数量定量供应，并凭票、凭证购买，商品由
国家统一定价。

由于交通不便、各地产量有限，当时有一
种说法是“百里不贩粗”。所谓的“粗”就是相
对细粮而言的副食、蔬菜等。在中国北方，一
到冬天，菜品基本上就只剩大白菜了。

哪怕像上海这样的江南重镇，副食品供
应也不足。上海社科院出版的《上海蔬菜商业
志》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年，上海市蔬菜
供应十分紧张，每人每天只能供应二两蔬菜。
当年冬天，我国制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
轮“东风”号第一次启航从天津、青岛等地抢
运了几千吨大白菜，紧急供应上海菜场，以解
全市老百姓没有菜吃的燃眉之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中心菜场稳定
在 !%$个左右，供应网点有 %$$余个。为有利
于副食品市场供应，调节淡旺季，&$年代起，
市区公司已开始为菜场筹建小冷库，配备机
动货运车。在蔬菜零售供应上，日均供应在
'($$至 )%$$吨，保持人均每天 $*+公斤的吃
菜水平，但淡旺季矛盾仍旧突出。加之品种单
调，质量下降，经营继续亏损，!"&$年和 !"&,

年最高达 &$$万至 -$$万元。
,$世纪六七十年代，百姓餐桌上常见的

鲜鱼多是“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鳙
鱼），而鲇、鲟、鲈、鳜等高档淡水鱼根本进不
了寻常百姓家，更别说全靠捕捞的海鱼了。那
时的国内鱼类养殖业，面临着种苗不足、饲料
欠缺和病害流行三大难题。

改革开放前夕，老百姓的菜篮子依旧是
个问题。根据上海一位家庭主妇的回忆，."&-
年过年，菜市场的鱼很有限，“黄鱼、鲳鱼卖光
了就只有带鱼了，等到带鱼也卖光了，就只能
买到橡皮鱼了。”那时候主妇们提个菜篮子，
凌晨 (点就在瑟瑟寒风中出门了。来到菜场，
门口早就已经有人等候，队伍中，除了篮子，
甚至还有凳子、砖头，都贴着纸，或者有人在
一旁看护。%点钟菜场开市，大家蜂拥而上，由

于供应紧张，就得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买
到鱼的时候，天刚蒙蒙亮。

虽然我国鱼类生理学的研究起步较晚，
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快马加鞭，成为世界上
渔业第一大国和鱼类养殖生产第一大国。不
仅四大家鱼等传统的鱼类产量大大提高，还
带动了许多淡水鱼类新品种的养殖。就连石
斑鱼等海水鱼也可以人工养殖，成为百姓餐
桌上常见的菜肴。

“菜篮子工程”30年
上海话很有意思，不管规模大小都叫“小

菜场”，不管青菜萝卜还是鸡鸭鱼肉，放进菜

篮子就都成了“小菜”。
国家领导人也从菜篮子里看民生。."-(

年 ,月邓小平在上海视察，向市领导提出要
看小菜场，看居民买菜，要找一个不是太好也
不是太坏的菜场。上海市委选中了胶州路的
农贸市场，该市场成立于 ."&" 年 ./ 月 !%

日，在当时是上海比较早建成的一个市场，也
是改革开放以后三种经济成分同时发展的结
果。当小平同志在 ,月 ,!日清晨视察胶州路
农贸市场时，他仔细询问了当时的摊主生意
怎么样、一天赚多少钱，还关心了菜价和老百
姓的吃菜情况。

民以食为天，“小菜”背后，连着政府的

“菜篮子”大工程。
!"--年，为了解决副食品供应偏紧的矛

盾，农业部开始实施“菜篮子工程”，要求建立
中央和地方的肉、蛋、奶、水产和蔬菜生产基
地及良种繁育、饲料加工等服务体系，以保证
居民一年四季都有新鲜蔬菜吃。
“菜篮子工程”立竿见影，上世纪 "$年代

以来，仿佛不经意间，老百姓的餐桌上发生着
变化：广大北方居民冬日餐桌上当家的“萝
卜、白菜、土豆”这“三件宝”成了渐行渐远的
历史，农贸市场映入眼帘的是“鸡鸭鱼虾猪牛
羊”应有尽有和“赤橙黄绿青蓝紫”色彩缤纷
的新鲜蔬菜。

上世纪 "$年代中期前，“菜篮子工程”重
点解决了市场供应短缺问题，从根本上扭转
了我国副食品供应长期短缺的局面。除奶类
和水果外，其余“菜篮子”产品的人均占有量均
已达到或超过世界人均水平。!""&年底，全国
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发展到约 +$$$家，全国已
初步形成以中心批发市场为核心，连接生产基
地和零售市场的稳定的“菜篮子”市场体系。

!"",年之后，随着家乐福等国际超市进
入中国，生鲜也进入大卖场时代，到现在为
止，大卖场的生鲜依然占据很大一部分市场。
大卖场的到来，很大程度冲击了传统菜场，很
多水果摊开始从零售贸易转变为供货给大卖
场的形式。

上海也是从 !"--年起推行“菜篮子工
程”的，而且是市长负责制，用“钉钉子”精神，
终结了蔬菜供应短缺、品种单调的历史。而
且，上海的“菜篮子工程”解决了“产—供—
销”全产业链的系统问题，从根本上扭转了农
副食品供应长期短缺的局面。

以上海的小菜场为例，到了 !""$年，通
过新建、改建和划细划小，上海全市有独立核
算菜场 ,,+个，其中国营菜场 !%个，供应网
点共 %!!个。有 0&个菜场进行改造，陕北、八
仙桥等 (&个菜场已成为商场化、商品包装
化、设备现代化、计量电子化、经营“大副食”
（增加经营糖酒南北货罐头等）和全日制供应
的新颖副食品商场。有的还在场内开辟“自选
商场”小区；有 ($个马路菜场或进入室内、或
改造成商亭式菜场。菜场各类设施进一步配
套，商品供应丰富。

" !"#$年!邓小平在上海的菜场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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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定量供应到网购生鲜———

!"#岩桨细说别情!山谷枪声惊心

岩桨终于与叶妙见面了，在叶妙的哭诉
中，他才知道是解放军救了叶妙。他很后悔不
该听那个屈司令的指使进来打探解放军的动
向，不该见面就开枪，但他不敢说出实情，只
是叹着气说：“唉，唉，我不该去永恩部落呀！”
叶妙了解岩桨，见他神色慌乱，就知道还

有事没说，就问：“你去永恩干了什么事？是不
是去找岩翁头人和那个屈司令了？”

岩桨偷偷望了丁勇班长一眼，
连忙否认。叶妙诚恳地说：“岩桨，我
们可是心连心地真心相好呵！为了
在一起，几乎把命都丢掉了；如今好
不容易又在一起了，你做哪样事，是
对是错，都不应该瞒着我呀！”
娜红也说：“岩桨，你哪个都可

以哄瞒，可是瞒不得三娘呀！”
岩桨听得满脸是泪，不敢再瞒

叶妙，只能把他逃出来后，怎么在大
树林里被永恩部落的人抓走，要砍
他的头，是那个屈司令用一支好枪
换了他，又派他来打探消息……都
说了出来。娜红把这些事都听得很
清楚，也很吃惊，忙过去找丁勇，把
听见的都告诉了他。
丁勇才明白，岩桨为什么持有那样好的

步枪，而且一遇见他们就凶狠地开枪射击。他
想了想，走到岩桨和叶妙那里，询问岩桨在屈
洪斋那里接受了什么任务？他尽量把话语说
得婉转，以免这个岩桨恐惧、紧张。
岩桨把在永恩部落与屈洪斋他们相处的

事情又说了一遍。丁勇没有责备岩桨，还一再
同情地表示：“你吃了那样多苦，还差一点送
了命。你这样做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们不会怪
你。”叶妙、娜红都很感动，岩桨也没有那样害
怕了，就说得更详细；问他什么，都逐一回答。
听完岩桨的叙说，丁勇深感形势紧张，屈

洪斋那伙匪徒既然已经知道只有金参谋等三
人在蛮丙部落，肯定会以帮助永恩部落报仇
的名义，煽动岩翁头人与他们一起攻击蛮丙
部落，趁机占领边境要地。有永恩部落的人参
与，事情就变得很麻烦；自己只是个班长，无
力处理这敌我矛盾和民族问题纠结在一起的
复杂事件。如今最要紧的是赶紧去蛮丙部落，
与金参谋会合，协助应付可能发生的情况。

他对叶妙、娜红说：“我们得赶快去蛮丙
部落把这些情况报告给金参谋。”娜红也很想
尽快见到金文才和小康，忙点头：“是啰！是
啰！”叶妙却为岩桨担心，“他能回蛮丙去？”娜
红也说：“窝朗牛会砍了他的头。”
丁勇心想，这确实是个问题。但又担心如

果把岩桨放掉，他会不会犯糊涂再跑回永恩
部落，把这里的情况告诉那边。而且他还想把

岩桨带到金参谋面前，详细叙说屈
洪斋匪徒的情况。就说：“不怕，我们
会保护他。金参谋能把你救下来，我
们有这样多人，还保护不了他？”
娜红并不了解金文才为了救叶

妙所经历的复杂过程，单纯的她只
是崇敬地认为，这些解放军太有本
事，再难的事都能办好。她连连点头
说：“是这样！是这样！解放军阿哥有
‘集中炸’。”说得战士们都笑了。丁
勇说：“我们的手榴弹可不能炸你们
窝朗牛。有问题只能解释、劝说。”
娜红没有再吭声，心里却在想，

窝朗牛从前赶走那样多从外面来的
汉人、傣族人，还有英国人，这次不
敢赶走金参谋他们，还不是因为他
们有“集中炸”？

丁勇班长又对叶妙说：“你就放心好了，
我们会像保护你一样保护岩桨；再说，你们好
不容易见面了，也不能再分手吧？我想，金参
谋会好好安置他的。”说得叶妙感激地点头。
心乱如麻的岩桨已经没了主意，他只是

想，再不能与叶妙分离了，死也要死在一起，
也就表示愿意一起回蛮丙去。
他们收拾了一下东西，吃了点干粮，就往

蛮丙方向走。丁勇班长还是把这 "个人排成
作战队形，前边 (个人作为尖兵，前出百余
米，边走边注视两边山林动静；他带着 %个战
士走在中间，全都子弹上膛，保持临战状态。
娜红则跟随着走在那 %个战士后边。她

太喜欢解放军了。虽然丁勇他们一路上警惕
观察周围，不和她说话，她也愿意紧紧跟着。
这一行人才走出不远，突然听见右边的

山谷里传来密集的枪声。丁勇班长在其中听
到了熟悉的冲锋枪连射声。他想到金参谋等
人都带着这种枪，而佤族人是没有这种枪的。
他立即下令：“快！向前面山谷跑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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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工委整编部队!二中队回乡抗日

"月 .日，中共党员刘俊奉命来崇明后，
陈国权按照党的指示，成立中共崇明县临时
工作组，组长陈国权，组员茅珵、刘俊。工作组
为建立中共崇明县工作委员会作准备。
崇明县在 ."(+年前有中共县委组织，但

在 ."(+年被国民党当局破坏。瞿犊入党后，
由于王进没有受命建立党组织，沈鼎法党员
身份也没有公开，所以崇明县党组织仍然是
空白。"月 .0日，韩念龙在中共江苏省省委
刘峰陪同下来到崇明。韩念龙，原名蔡仁元，
又名蔡廉，时 ,"岁，贵州省仁怀县人，."(%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陈国权遵照省委指示，正
式成立中共崇明县工作委员会，简称崇工委。
崇工委书记陈国权，负责党组织建设和民众
抗日救亡；委员茅珵，民众自卫队总指挥，负
责统战；委员韩念龙，任民众自卫队政训主
任。在茅珵的要求下，上级又陆续派来王继
奋、王珍、黄群华、李伟炯、周复等一批共产党
员。崇工委成了崇明抗日斗争的中流砥柱。

"月 ,,日，崇明县民众自卫队进行整
编。部队实行三三制和中队政治指导员（对外
称文化教员）制。即崇明县民众自卫队下设 ,

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设 (个中队，每个中队下
设 (个分队，每个分队二三十人。第一大队大
队长施鼎新，副大队长金有祥；第一中队即金
有祥中队，姚春英任中队长，陈志华任指导
员；第二中队即蒋队，张效骞任中队长，龚乐
天任指导员；第三中队即宋子贤独立五中队，
宋子贤任中队长，舒相任指导员。第二大队大
队长沈鼎立，副大队长黄松年（未到任）；第一
中队由沈鼎立中队和黄乾亨队合并，沈阶平
任中队长，指导员刘俊；第二中队由瞿犊直属
黄凤鸣中队一部、黄中洲中队一部合并，陆叔
岩任中队长，指导员龚元；第三中队即原二区
队，陈琨任中队长，指导员张平。总队部成立
直属警卫班，班长龚淡。整编后，民众自卫队
建制完整，兵额满员，各中队都有一定数量的
中共地下党员任职，部队战力提升。一区二区

为第一大队防区，三区四区为第
二大队防区。从此，崇明抗日武装
进入了全盛时期。

"月 ,%日，蒋克定奉命来到
崇明。蒋克定，时 ,,岁，上海人，
."(-年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延

安抗大毕业，曾任晋西北 ..%师一支队政治
部干事。原本按计划，蒋克定要到金有祥中队
担任副中队长，但总队部权衡局势后，决定把
他留在总队部，以直属警卫班的 .$余个战士
和 ..条旧枪为班底，筹建总队部直属特务中
队。蒋克定服从组织决定。
总队部警卫班逐渐扩员，但枪械弹药实

在太少，在龚淡的建议下，警卫班夜袭堡镇大
汉奸倪耀全的伪自卫团营地，成功缴获轻机
枪 .挺，步枪 ,$余支。此战既解决了警卫班
的武器装备，又严厉打击了汉奸武装。
崇总整编后，一大队二中队下设 (个分

队。第一分队长沈家骐，第二分队长沈赋成，
第三分队长顾文池，翁一平任政治指导员。全
中队 .,$余人，武器装备较好，配 "挺机枪，
子弹人均 .$$发，已经具备回四区抗日的战
斗实力。施鼎新分析认为，要想回到四区抗
日，就必须排除杂色武装孙信民部队的干扰，
决定采取打服和逼服相结合的策略。

..月底，一大队二中队与孙信民部队在
汲浜镇东部正面打了一仗，把孙信民部队逼
退到陈家镇溪家港河东，并缴获机枪 .挺。.,
月上旬，施鼎新、张效骞获得情报后，在堡镇
抓获四区伪自治分会会长张念依，对他进行
统一战线政策教育，逼他出面劝说孙信民一
致抗日。总的来说，张念依为日军、国民党、杂
牌军、土匪、游击队等多方办事，是“逢场作
戏”处处都“吃得开”的“四开”人物。在张念依
的斡旋和蒋队实力压迫下，孙信民与施鼎新
达成“互不侵犯”协议。.,月 ,$日，施鼎新、
张效骞率一大队二中队（原蒋队）回到四区。

蒋队从 ."(-年 %月离开家园借驻三区
姚家天主堂，到 ."("年 .,月回到四区，其间
长达 ,$个月，多亏三区金有祥和民众倾力相
助。为了回归家园抗日，蒋队付出了沉重的代
价，既与陈家镇据点的日伪军战斗，又与各路
匪军战斗，两次拦截张念依，先后牺牲 .$余
名官兵，终于实现了蒋煊洲生前的愿望，再次
与亲人团聚，打击盘踞家门口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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