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递网点变身便民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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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地菜篮子生鲜超市昌盛园店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孙丽萍 文/摄

学院路街道城华清枫社区便民超市

□本报记者 白莹 文/摄

闲置电厂改造成
生鲜超市受居民欢迎

宽敞明亮的购物环境、 新鲜齐全
的果蔬生鲜……居民不必走远， 在家
门口儿便能买到所需的商品 。 近日 ，
记者来到位于昌平区城南街道昌盛园
三区的新发地便民生鲜超市， 在蔬菜
区、 水果区、 休闲食品区等不同区域
内， 不少居民正认真挑选着商品。 在
收银区， 买完所需商品后的居民们井
然有序地排着队， 等待结账。

这家超市占地约1000余平方米 ，
共有蔬菜区、 水果区、 干果区、 冻货
区等12个售货区域， 提供13000余种商
品供居民选择。

“自从这家菜店开业， 我们老两
口遛弯儿的功夫就把菜买了， 还能在
这儿理发、 维修家电， 太方便了。” 居
民王阿姨说。 去年年底， 新发地菜篮
子生鲜超市昌盛园店开业， 店里不仅
售卖蔬菜 、 水果 、 生鲜等多种商品 ，
还能检测蔬菜农药残留， 还可为市民
提供家电维修、 快递代收、 洗衣等多
项服务， “一站式” 满足周边居民的
多种生活需求。

记者看到， 包括家政服务、 家电
维修等在内的6家服务门店分布在超市
一层两侧。 乘扶梯下地下一层， 超市
被划分为蔬菜、 水果、 生鲜等十几个
区域， 各种商品码放整齐， 黄色的价
签一目了然。 扶梯右侧还设置了一处

食品安全检测点， 工作人员正在向居
民演示农药检测过程。

“您看您刚买的这棵大白菜， 我
取下一小片叶子， 在表面滴上几滴检
测液， 一会儿就能看出农药残留是不
是符合标准了。” 几分钟后， 工作人员
从菜叶上提取检测液滴在快速检测卡
上 ， 检测卡由白色变成了天蓝色 。
“这说明农残检测结果符合标准。” 工
作人员解释说。

“价格比较合理， 蔬菜比较新鲜，
货也比较齐全， 我们一出门走不了多
远就能到这超市。” 家住畅春阁社区的
居民高女士说： “以前我们买菜要走
挺远的。 自从有了这个超市后， 给我
们附近的居民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这

也是惠民政策。”
记者了解到， 新发地菜篮子生鲜

超市昌盛园店由 “北京市菜篮子” 工
程的运营方北京志广富庶农产品有限
公司负责运营。 公司负责人吴志广介
绍， 在昌平区商务委等相关部门的支
持下， 公司前期进行调研， 在了解居
民需求后， 将昌盛园三区一处占地约
1500平方米的闲置电厂进行改造。 经
过一个月精心筹备， 这家集蔬菜直销、
家政服务、 快递代收等多项服务功能
于一身的便民商业服务综合体跟街坊
四邻见面了。

新发地便民生鲜超市辐射范围包
括昌盛园、 畅春阁、 京科苑等5个社区
约10万余名居民。 超市内共有200多种

蔬菜可供居民选择， 由公司统一采购、
统一配送， 保证蔬菜品质， 菜价比超
市便宜10%-15%。 每天店内还将推出
20余种特价菜， 让居民享受到超低的
优惠价格。

开业至今 ， 日接待消费者人次
及营业额等均有所增长 。 “客流量
从 每 天 的 1000多 人 次 达 到 现 在 的
3000多 人 次 。 随 着 客 流量的增加 ，
我们的进货量也是逐步增加， 水果蔬
菜从三千斤左右 ， 现在达到四五千
斤左右， 营业额是每天从三万左右
达到六万多到七万 。 总体来说， 现
在非常受老百姓的欢迎， 能给老百姓
带 来 便 利 ， 我 们 非 常 高 兴 。” 吴志
广表示。

几个月前还是一个快递网点， 如
今， 摇身一变成了便民超市。 在位于
学院路街道城华清枫社区 5号楼底
商的 便 民 超 市 ， 着实让周边居民体
验了 “不出社区便可买到千余种百货，
行动不便的还可享受送货上门” 的便
利服务。

8月20日， 距离该便民超市开业已
经2月有余， 每天一早就迎来了大批居
民， 不少工作人员帮顾客选菜。

记者注意到， 这家便民超市紧邻
社区， 既方便居民随时采购， “送菜
上门” 又解决了部分早出晚归的双职
工家庭的买菜需求。 负责人陈建营介
绍， 他们准备了80余种蔬菜、 60多种
水果、 上千种日用百货， 此外还有肉
类、 主食、 点心等， 不出社区即可满
足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我在这儿买了扁豆、 鸡蛋、 手
擀面、 咸菜， 还能顺便买包盐和酱油。
一次性把午饭食材买齐了， 价格不贵
还新鲜， 真方便。” 家住城华清枫社区
的魏阿姨经常来这里买菜， “以前我
们都要到社区外的菜店买， 最近的一
个美廉美超市， 也是在马路对面， 过
马路车多， 人多， 我们老年人买个菜，
就犯怵。” 她说。

城华清枫社区居委会主任肖丽告

诉记者， 以前社区里有个蔬菜直通车，
每天上午来， 不仅占道， 菜还容易不
新鲜， 最后烂了。 在走访居民的时候，
建个便民超市的意愿特别强烈。 “我
们就在社区里面找地方， 正好5号楼底
商的快递网点， 今年5月份到期， 也借
着 ‘疏解整治’ 的东风， 在街道的协
调下， 引进了便民服务， 优化了社区
的环境。” 肖丽说。

学院路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副主任
吴刚介绍， 按照市、 区 “疏解整治促
提升” 专项行动工作要求， 学院路街
道在城市功能织补方面， 紧跟疏解动
态 ， 做好需求调研和资源整合工作 ，
查缺补漏 ， 经过前期调研居民需求 ，
利用空闲、 腾退出的房屋开展便民服
务项目 ； 并对运营企业进行服务监

管， 采取日常巡查监督、 提升服务质
量等工作方式进行。 学院路街道今年
先后在二里庄、 西王庄、 六道口等社
区利用腾退房屋， 引进规范企业， 开
展便民服务项目， 建设 “菜篮子” 网
点， 满足居民购菜需求。

除了百姓可以采买的菜品， 记者
在收银台前的墙上看到了一块菜价公
示牌。 吴刚说： “在推进地区 ‘菜篮
子’ 工程过程中， 现在我们在解决百
姓 ‘买菜难 ’ 的同时 ， 还竭力解决
‘买菜贵 ’。 对此 ， 在监督服务方面 ，
我们给地区菜篮子网点服务商建有微
信群， 定期在群内发布 ‘北京市价格
监测中心价格’， 服务商10种大路菜的
定价不能高于此价格， 并聘请社区居
民代表， 对菜价进行价格监督。”

同时， 服务商家还跟街道社区服
务中心签署承诺书， 对服务态度、 服
务质量、 服务环境进行规范， 对工作
不到位者进行指导， 督促改进。 结合
社区规划师进街区工作， 发挥规划师
的宏观和前瞻优势， 他们对区域内一
刻钟社区服务圈建设工作， 重点是对
居民需求和服务资源合理布局、 对接
加强顶层设计， 有效提升了新建网点
的服务能力和辐射范围， 这个社区便
民超市也有社区规划师参与。

今年， 学院路街道 “菜篮子” 网
点建设任务指标为58处 ， 截至目前 ，
学院路地区已建成 “菜篮子” 网点56
家， 其中固定售菜网点41家， 大型商
超5家 ， 线上销售线下自提网点2家 ，
蔬菜直通菜车8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