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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左右的设施设备。
据了解，“小土库”数量虽多，

但建设标准不统一，标准化程度低，
功能单一，且缺乏冷链运输配套车辆。
同时，运行中还存在能耗高、运行不
稳定、维护维修成本高等诸多问题。
比如，王先生和合作社所建的小冷库
就存在用电能耗成本高的问题，2 台
制冷机在满负荷运转的情况下，仅电
费每月就要 8000 多元，这对一个普
通的合作社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利好政策带来新机遇
    
“目前，省里正在积极推进冷链

物流环节的规模化和标准化建设，两
三年后，云南特色农业冷链物流基础
设施将达到一个全新水平。”云南省
商务厅现代物流产业发展促进处有关
负责人表示，2020 年农业农村部出
台《关于加快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
施建设的实施意见》后，云南随即出
台了相关配套政策，积极推进现代冷
链物流建设，涉及农产品仓储、运输
的冷链基础设施不断强化。

在标准化、规模化冷链基础设施
建设不断推进的同时，“小土库”该
何去何从也成为不少企业、合作社、
种养大户关注的焦点。

“推倒重新建设既不符合农村实
际，也违背生产主体的利益。”云
南省农业农村厅有关人士认为，“小
土库”凝聚了小企业和合作社社员
的心血，虽然运营中存在问题，但
不能全盘否定它所发挥的作用。针
对“小土库”的未来，积极探索技
术改造和数字化赋能或是一个好办
法，既能更好地发挥“小土库”的
现有使用价值，又能最大限度地减轻

生产主体的负担。
可喜的是，2020 年，云南省财

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等 4 部门联合出
台《支持特色农产品加工和冷链物流
建设政策措施》，明确在今后一段时
期，将对进行农产品生产、加工、流
通，开展基地冷藏初加工处理设施建
设、开展集配型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
建设、开展移动式冷库租赁服务的企
业予以政策倾斜。

    

提升改造正当时
    
据了解，目前云南已从种养大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生产经
营主体中征集、筛选出包括小型冷
库建设在内的 1266 个农村冷链基础
设施项目，拟给予中央和省级财政
扶持。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有关人士建议，
各地应抓住机遇，帮助和引导使用“小
土库”的生产主体，积极利用好扶持
政策，将建设的主要任务转移到现有
技术和设备的提升改造上来。可围绕
节能减排，通过使用专项补贴资金等，
积极引进新技术，升级迭代制冷、保
鲜设备，达到“小土库”运行能耗降低、
整体效益提升的目标。

随着农业数字化的普及和发展，
以及各类国家和省级扶持政策的出台
实施，农业设施设备的数字化建设、
改造成本已逐步降低。各地依托“物
联网”、现代冷链物流体系建设等扶
持政策，选择适合地区和生产主体的
数字化技术、产品，推进对“小土库”
数字化赋能改造，提升“小土库”的
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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