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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 ：臟购難

＿整

■ 如夺法
＃割共

六十年前 ， 即 １ ９５６ 年 夏 日 的１ ９５５ 年 ９ 月 ， 国务院发文 ， 提 和工矿区蔬菜供不应求的矛盾 ， 应
一天 ， 北京广安 门菜站 门前 ， 一百出要加强对蔬菜统
一经营。 １ ２ 月再 有计划地在郊区发展蔬菜生产。 郊

多辆送菜大车排成长长的
一溜 。 车 次发文 ， 要求将蔬菜划归国营商业 区农业生产 ， 应以生产蔬菜为中心 ，

把式说 ， 已经等了整整一天
一夜
，
统一经营 ， 并成立中 国蔬菜公司 。 以适应城市需要 ， 为城市和工矿区

人困马乏 。 赶车人烦躁 ， 卸车人劳 随即 ， 各地国营蔬菜公司也相继成 服务。 要改变蔬菜供应由私商操纵

碌 ， 那些挤压了
一天一夜的蔬菜 ， 立 。 这标志着对私营蔬菜批发商改的现象 ， 供销合作社必须有计划地

鲜嫩的叶子早已枯黄 、 脱落 。造全面完成 ， 从此蔬菜批发经营由逐步占领蔬菜供应阵地 ， 掌握蔬菜

那个夏天 ， 这种景象在北京城 合作经济 ， 转为由 国营经济统
一

领 市场 ， 保证蔬菜供应。

并不少见 。
一些菜站为了减轻本站 导。 ］ １ 月 ， 中财委也 向 中 央报告 ，

接收蔬菜的压力
，
不得已将送菜的对蔬菜生产提出 ：组织郊区蔬菜生
大车推来推去，有的大车甚至连续＠Ｊ：产合作社，就地生产，就地供应。
被推转了五六个菜站，蔬菜却还是蔬菜供应直接关系到百姓生中央很快批转了上述两份报
没有人收。菜农们无奈地称其为 活，特别是在大中城市，蔬菜供应 告。此后，各地一方面积极扩大菜“
游四城
”
。就像政治风向标，直接影响到百姓田面积，发展蔬菜生产；另一方面
而与此同时，位于北京市海淀 对政府的满意度。所以，蔬菜供应 又加强了对蔬菜零售摊 贩的改造，
区的某家千人大厂虽然厂区毗邻 这件“小”事，一直是政府关注的 加大了国营菜站经销蔬菜的比重。
农业合作社的大片菜地，蔬菜种类“大”事。上海市采取挤压政策，先切断
繁多，长势喜人，但食堂采购员却新中国成立初期，蔬菜生产者 私营货商与农村的货源联系，在控
在为买菜发愁。近水楼台不得月， 都是个体农民，他们自由种植，自制菜源基础上先代批，再过渡到代按照规定，蔬菜不能自由买卖，采由到市场上买卖。这种方式由于受替。到 １９５５年秋 ，基本完成改造，
购员不得不舍近求远，开着车到几市场供求规律的支配和影响，菜农 蔬 菜批发阵地开始由合作经济替
公里之外的定点供应菜站去采购。们的生产盲目性很大。代。北京市则采取“自营”和“代销”
这种景象，如今的人们不可想１９５３年 １０月，中央农 村工作两种形式并举，即统一管理城郊 １８
象也无法理解。但在 １９５６年全国 部召开京 、津 、沪等 ８大城市郊区个蔬菜批发市场，全部接管 ３０多
的各大中城市，却普遍存在。农村工作负责人会议，专门讨论大 户居间私营批发菜行，对郊区６２％
问题出在哪里了？就出在 了蔬城市蔬菜生产和供应问题，并在会已经组织起来的菜农的商品菜，全
菜的供销制度上。后向中央提出报告：为解决大城市 部“包销”；其余３８％个体菜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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