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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節年為首，四季春為
先。商務部外貿司副司長李娜
在乙巳年春節前夕接受大公報

專訪表示，中央政府歷來高度重視對香港農副
產品供應工作，為了讓香港居民度過一個歡樂
祥和的節日，商務部會同海關總署等部門節前
共同派出工作組赴港考察市場供應情況，並與
香港特區政府相關部門面對面溝通交流；同
時，要求各地方商務主管部門、代理行細化保
供措施，協同配合，制定應急預案，全力保障
供港農副產品安全穩定。

大公報記者 朱燁北京報道

大公專訪

李娜表示，2024年以來，供港農副產品企業克服
養殖成本上漲和非洲豬瘟疫病疫情等不利因素影響，
較好地保證了對香港農副產品供應。據中國海關統
計，2024年，內地累計供應香港農副產品376萬噸，
與上年同期基本持平。活豬、雞蛋等重點產品量增價
穩。

今年內地供港活大豬配額145萬頭
「每年年底，我們都會根據香港市場容量，結合

香港特區政府有關部門、代理行及業界意見，及時下
達供港活畜禽出口配額。」 李娜說，根據香港市場情
況，2025年商務部安排了供港活大豬配額145萬頭、
活中豬1萬頭、活牛2.5萬頭、活雞300萬隻，充分保障
香港居民消費需求。

春節是中華民族的傳統佳節和消費旺季。李娜對
大公報表示，中央政府歷來高度重視對香港農副產品
供應工作，為確保春節期間對港農副產品穩定供應，
讓香港居民度過一個歡樂祥和的節日，1月13-14日，
商務部外貿司會同海關總署動植檢司、進出口食品安
全局，廣東省商務廳，派出聯合工作組，赴香港專程
會見香港特區政府環境及生態局相關負責人，召開代
理行座談會，並深入農副產品批發市場、街市、超
市，詳細了解肉、蛋、蔬、果及水產品市場供應和銷
售情況。

確保供應不脫銷不斷檔高質量
李娜指出，同時，商務部就春節前對港農副產品

保供工作下發通知，要求各地方商務主管部門、代理
行細化保供措施，指導供港企業特別是活豬供應企
業，對現有貨源進行摸底排查，加大貨源組織力度，
嚴格落實檢驗檢疫制度，確保供應不脫銷、不斷檔、
高質量。廣東省、江西省切實發揮供港農副產品 「蓄
水池」 作用，根據香港市場變化情況，及時調整和補
充貨源。同時，保供各方要加強協同配合，做好應急
預案，快速及時響應，共同做好春節期間對香港農副
產品供應保障工作。

「目前看，香港市場各類農副產品貨源充足、供
應及時、物流順暢、價格穩定、質量安全，香港老百
姓不僅能吃飽、吃好，更能吃得安全健康。」 李娜
說。

李娜提到，中央政府歷來十分關心香港百姓生
活。1962年，在內地遭受三年自然災害、生活物資嚴
重匱乏的特殊時期，為了保障港澳同胞的基本生活需
要，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關懷下，內地
開通了供港澳鮮活冷凍商品的三趟快
車，並自此建立起一整套的管理措
施。六十多年來，內地供港農副產
品工作始終風雨無阻，按照 「優
質、適量、均衡、應時」 的原則，
為香港市場源源不斷輸送農副產
品，並形成了穩定的供應體系和
工作機制，建立了一批高標準的
農副產品生產加工基地，有力地
保障了香港市場的穩定供應和居
民的消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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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近春節，廣州番禺鼎盛私廚餐廳晚市已高朋
滿座。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

國家全力保障春節農副產品供港
商務部：各地細化保供措施 制定應急預案

灣區內地城市 年夜飯預訂火爆
【大公報訊】記者盧靜怡廣州報道：28日便

是除夕夜，廣州等大灣區內地城市年味漸濃。記
者採訪發現，今年年夜飯消費水平明顯勝過龍
年，多家餐廳酒店都比往年提前滿座。由於年夜
飯過於火爆，午市期間的 「年午飯」 亦備受追
捧。

在廣州番禺鼎盛私廚餐廳停車場內，停放着
不少香港車牌的私家車及掛着粵港車牌的旅遊大
巴，春節氛圍濃郁。 「客人訂單量明顯增加，我
們春節晚上會做兩輪營業，滿足需求。」 廣州番
禺鼎盛私廚行政總廚莫漫華爽朗地告訴大公報：
「目前年夜飯的包廂和大廳已經全部訂滿了。」
莫漫華預計，今年春節的整體客流量將增長5%至
10%左右。

在廣州、深圳、佛山等大灣區內地城市，像
鼎盛私廚這樣不放假、迎接港澳團的餐廳並不
少。深圳一家星級酒店負責餐飲業務負責人表
示，預計年夜飯和春節的客人裏香港人佔20%。
佛山的餐飲店根哥美食負責人梁根發說，他們旗

下各門店從12月就開始接受預訂年夜飯，1月前廂
房已經預訂完畢，目前大廳也基本被預訂完。

「年午飯」亦受追捧
由於年夜飯訂單火爆，今年新增了 「年午

飯」 選項。廣州銀燈食府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去
年12月門店開放年夜飯預訂，儘管今年特意區分
「年夜飯」 和 「年午飯」 去做客戶分流，但僅半

個月左右，門店包廂、大廳就均被訂滿。

【大公報訊】記者盧靜怡廣州報道：隨着春
節來臨，香港市場上的蛋卷、曲奇、笑口棗、年
糕、角仔、豬耳餅等傳統年貨已經新鮮上架。春
節前夕，東莞市榮心食品有限公司的工廠車間
裏，生產線正快速流轉着，源源不斷地為港人提
供 「年味」 小食。

榮心食品公司負責人陳文健接受大公報採訪

時表示，該公司的蛋卷和曲奇銷量比去年增長了
一倍。 「過年時，香港人喜歡吃蛋卷等傳統食
品，也喜歡吃開心果等乾貨產品，我們就創新了
開心果口味的產品，迎合了市場需求，今年的新
品非常受歡迎。」 他說，工廠在節前還開啟了雙
班輪崗模式，以確保按時完成訂單。

在中山市港口鎮的中山市怡豐食品廠內，一
箱箱角仔和年糕等傳統美食正被打包裝箱。 「今
年，我們的年貨出口總量達50噸，比去年略有增
長。」 怡豐食品負責人蘇女士表示，隨着大灣區
交通越來越便利，傳統賀年食品從食品車間到港
澳超市的時間越來越短。

「我們的年糕主要原料是糯米粉、紅糖、乾
堅果等，保質期非常短，效率至關重要。隨着深
中通道的開通，公路運輸效率大幅提高。」 蘇女
士表示，加上當地海關在通關便利上也給予了我
們很大的幫助和支持，現在我們生產的年糕完成
冷卻、真空包裝後，當天即可通關放行輸往港
澳。

深中通道提高過年小食輸港效率

▲中山市一家食品廠員工正包裝過年小食。

談及內地對港農
產品供應的主要特
點，商務部外貿司副

司長李娜對大公報指出，一是確保
貨源充足。目前，具有供港活豬經
營權的企業110餘家，貨源遍布19
個省，供港活牛企業近70家，遍布
24個省，可充分保障香港供應。

二是保障質量安全。長期以
來，內地培育了一支長期穩定的供

港經營隊伍，建立了一批供港高標
準生產加工基地，經國家海關部門
檢驗合格後對港出口，確保讓香港
市民吃上安全放心食品。根據香港
方面檢測，近年來，供港農副產品
合格率始終保持在99%以上。據世
界衞生組織的數據，香港市民人均
壽命為84.3歲，排名世界前列。這
與多年來內地不間斷對香港供應高
品質農副產品密切相關。

三是保障重要時點穩定供應。
每年春節前，商務部都會同中央港
澳辦、海關總署、廣東省商務廳
等，共同派出工作組赴香港考察市
場供應情況，並與香港特區政府相
關部門面對面溝通交流，確保春節
期間香港市場穩定安全供應。 「此
外，我們還向各地方商務主管部
門、代理行等單位下發工作通知，
明確保供要求，制定應急預案，全

力保障供港農副產品安全穩定。」
李娜說。

李娜表示，內地對香港農副產
品供應工作，承載着中央政府、內
地人民對香港同胞的深情厚誼。
習近平主席多次強調，中央將一如
既往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商務部將堅決落實黨中央、國
務院決策部署，確保對香港農副產
品供應安全穩定。

高標準生產加工 守護食物安全
安心
食品

商務部外貿司副
司長李娜對大公報表
示，香港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具有 「八大中心」
「兩大樞紐」 的發展優勢，在中
國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進程中扮
演者 「超級聯繫人」 和 「超級增
值人」 的重要角色。

李娜說，近年來，山東、四
川、雲南等多個地方帶着當地的
優質特色農產品來到香港，舉辦
宣傳推廣活動，取得良好效果。
有關供港農副產品代理行新引入
的陽山水蜜桃、塔牌黃酒等內地
特色農副產品，也受到香港消費
者的歡迎。

李娜指出，推動更多內地優

質特色農產品進入香港，可以有
效豐富香港居民消費選擇，進一
步提升本地消費市場活躍度。
「同時，香港市場的國際化水平
很高，內地特色農產品進入香
港，可以充分發揮香港國際貿易
中心優勢，更好對接國際標準，
拓展海外銷售渠道。」

去年8月，2024年度香港美
食博覽會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啟幕，匯聚了30個國家和地區
的約1860家展商。據報道，浙
江展團共接待來自阿聯酋、埃
及、南非、中國香港和中國台
灣等地的專業採購商超1000人
次，收穫意向訂單約400萬美
元。此外，有數據顯示，2023

年，山東與香港農產
品貿易總額達20.7億
元 （ 人 民 幣 ， 下
同）；2024年上半
年，山東對香港農產
品貿易總額達10.1億
元。此外，香港還是
海南省重要農產品出
口市場，2024年上半
年，海南對港農產品
出口8367萬元，同比
增長3.4倍。

1962年，三趟
分別名為 「751」 、
「753」 、 「755」

的列車分別從上海、鄭州、武漢
（長沙）三地出發，滿載着供港
鮮活農產品，將中央政府的溫情
經由深圳運抵香港。

其實早在上世紀50年代，
廣東、廣西等地已向香港供
貨，但組織性差，穩定性弱，
運輸時間長，鮮活農產品死亡
率高。1962年， 「三趟快車」
開通後，運輸時間縮至2-3天，
死亡率大幅下降，可確保鮮活
貨物優質供應。2010年， 「三
趟快車」 退役，內地與香港公
路交通逐漸完善，
進入到了卡車接力
供港生鮮的時代。
此外，食品安全也
一直是中央政府十
分關心的內容，據
《廣州日報》2012
年報道， 「供港食
品的安全率已經達
到了99.999%。」

如今，供港的
農業基地已經從珠
三角擴散到全國，

從東北的黑土地到西南的彩雲之
南，從江南水鄉到西北高原：江
西的生豬，雲南、寧夏的蔬菜，
湖北的菌類等，都成為了保障香
港農副產品供應的一員。據報
道，截至2021年，已經有31個
省市自治區向香港供給農產品，
其中輸港農產品金額超1億美元
的有13個省份。

這些農副產品不僅豐富了香
港市民的菜籃子，更成了連接內
地與香港的情感紐帶。內地供港
農副產品始終風雨無阻，如同永
不褪色的 「三趟快車」 一樣，成
為內地與香港人民跨越千山萬水
深情厚誼的見證。

特稿

內地農產風雨無阻供港60餘年

▲1月3日，在湖南的供港蔬菜重鎮永州，菜農在採收蔬菜。 新華社

港助對接國際標準 拓農產出海

▲2024年度香港美食博覽會匯聚了包括內地
展商在內約1860家展商。

互惠
互利

▲港深兒童在深圳 「三趟快車」 博物館親身體
驗 「三趟快車」 沉浸式軌道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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