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到江西鹰潭的冷链物流公司 服务好时效快

产品名称 上海到江西鹰潭的冷链物流公司 服务好时效快

公司名称 上海踏信物流有限公司冷链部

价格 268.00/吨

规格参数 踏信冷链:上海踏信冷链物流
上海冷藏物流公司:上海冷链物流公司
上海:上海冷藏运输公司

公司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星塔路1125号

联系电话 15102131002 13761770794

产品详情

  上海市踏信冷链物流有限公司低温冷链物流运输服务公司、踏信冷藏物流在上海、厦门、福州、重庆
、昆明、银川、广州、武汉、长沙、南京、杭州等地均设有分支踏信构（温度为0℃～7℃）：如果蔬，
饮料、鲜奶制品、花木、熟食、糕点、和各种食品原料等。主要经营食品的控温运输和配送等，公司现
有全新冷藏车多部，公司所用冷藏运输车辆，全部采用进口原装制冷踏信组，能充分满足各类冷藏冷冻
食品货物的运输质量要求，冷藏物流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特殊的服务之一，踏信物流有限公司为阁下企
业提供、、安全的冷链运输及仓储服务。冷冻运输从-18℃～-25℃，提供符合标准的冷冻运输车辆，运
送速冻食品、肉类、冰淇淋等需要低温运输，配送，储存的货物，恒温运输（15℃～25℃）：提供符合
标准的保温、温控运输车辆运送如巧克力、糖果、生物、特殊要求化工产品等等货物，争当同业市场服
务先锋，力做优良客户的物流，结合传统的经验与科学的管理，努力发展成为乃至国内、具实力的物流
企业，踏信物流公司在现拥有平方米普通仓库8000平方，冷藏冷冻仓库2000平方秉承诚实守信，视服务
质量为生命，踏信物流将继续以“以诚为本，互惠互利”的原则，以客户满意为标准，以保持行业为目
标，不断提升自我，超越自我，踏信物流同时也为您提供、安全的常温货品公路运输服务，其中包括市
内配送以及江苏，浙江两省和国内主要城市的各大卖场、物流中心、工厂、企业等。主要货物包括食品
、日用品，非危险品类的化工产品等,自行管理的仓库及一大批长期合作的车辆，均能为贵公司产品达到
各地的接货、入库、配送提供服务，车辆均携带GPS定位系统，让您随时理解您的货物的位置及温度信
息！主要运输；食品乳品；冷冻食品；冷冻保鲜物品，水果蔬菜，，化工等；踏信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
现代化的新型物流企业，从事货物运输，冷链物流，冷藏仓储及普通仓储服务，并在深圳、重庆、广州
、东莞、青岛、乌鲁木齐以及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分别建立了分公司和办事处迅速搭建起了国内一
、二级城市货物运输桥梁，我们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不同的服务，比如承包货物的运输和配送，降低
客户物流运输成本，提高物流运输的效率，成为我们勤劳奋斗的动力。

  踏信冷链物流公司是及少数拥有冷藏运输资质的物流公司,提供冷藏运输、冷冻货物运输、保温运输，
服务内容 到全国冷藏物流专线-奔豹冷藏是及少数拥有冷藏运输资质的物流公司,提供冷藏运输、冷冻货
物运输、保温运输，市内冷藏配送运输,零担及整车的长途、中转、冷藏配送运输，并提供0-5℃,-18℃冷
藏运输及 5℃- 20℃保温运输业务。货物品种及运输区域范围一、货运产品定位：1、食品冰淇淋、奶制
品、乳酸菌饮料、速冻食品、肉制品、禽制品类、调味料、巧克力、果脯蜜饯、海鲜、水果和蔬菜等。2
、生物制剂包括疫苗、人和动物的血液及组织、微生物、微生物产品等。3、其他需低温运输的物品需低



温运输的个人保养品、精密仪器、特种行业物品配送。二、运输路线：市外：江苏、浙江、安微、江西
、广东、福建、湖南、山东、山西、湖北、河南、河北、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成都、重庆、陕西、昆
明、贵阳、广西、新疆、西藏、内蒙古、海南、青海、甘肃、宁夏及东北三省等线路冷藏、冷冻往返。
三、货运模式：冻品、鲜品零担、整车或普通货物零担、整车。

  踏信冷链物流有限公司从事冷藏物流公司,冷链物流公司,冷藏物流专线,冷链物流专线,冷藏配送,低温物
流公司，冷藏运输公司，冷链运输公司，冷藏货运专线等关于冷链冷藏低温干线的物流公司。 踏信冷藏
物流有限公司在软件上拥有一支高素质、化、年轻化的物流管理团队和专家顾问群，有现代化的物流信
息平台，集聚了冷藏运输的丰富经验和先进管理的服务理念。

普通散货运输、危险品运输、零担配载、专线运输、展品运输、监管运输、大型货物运输、重大件货物
运输、重大件监管运输、综合物流、供应链服务、进口货物分拨国内运输、港口码头保税区等，框架箱
运输，开顶箱运输，捆扎，包装，进港，勘路等。物流咨询，策划，实施集于一体的综合型物流

靠海吃海，海鲜水产曾是沿海居民独享的美味，内陆消费市场中昂贵食材的代名词，可如今，它已“飞
入寻常百姓家”，海鲜的远距离供给不再是难题。目前正值捕捞期，记者来到江苏沿海地区的南通、盐
城、连云港等地，看看消费者的“海鲜自由”是怎样实现的。

“吃点啥？”“海鲜吧。”海鲜产品如今越来越受追捧。有数据为证，中国饭店协会日前发布的《海鲜餐饮行业市场调研报告》显示，我国人均海鲜消费量呈上升趋势，2020年人均海鲜消费量超26公斤／年，水产品消费比重也从过去的23％提升至目前的30％左右。“海鲜自由”近日成了网络上的消费热词。

说起“海鲜自由”，“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船队队长却没能吃上今年的网海鲜。

“今年网海鲜刚到港，就被来自全国各地的水产商户一抢而空，咱都没吃上。”53岁的南通国安水产有限公司船队队长刘克迎打趣说。今年是梭子蟹丰收年，单船至少15万斤起步，产量是前几年的3倍，而且螃蟹膏肥体壮品质好。

工人正在江苏南通国安水产有限公司包装海鲜产品。经济日报记者蒋波摄

10月中下旬以来，国家六大中心渔港之一的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日均进港渔船30艘左右，单船捕捞量约2万斤，整个渔港日捕捞海洋“渔获”约60万斤。这里的“渔获”是江苏沿海地区渔民的一种说法，专指从海上捕捞获得的鱼虾蟹贝等海鲜产品。

江苏拥有954公里海岸线、8.6万平方公里海域和5000平方公里的沿海滩涂，海洋渔业资源较为丰富。这个海洋渔业大省的产业发展情况，直接影响着全国消费者餐桌上海鲜的分量。

停泊在江苏南通启东吕四渔港码头上的渔船。（资料图）

有一种幸福叫开海

对于喜食海鲜的消费者来说，有一种幸福叫开海。



休整3个月后，8月1日12时开始，江苏沿海地区桁杆拖虾、笼壶类、刺网和灯光围（敷）网渔船陆续开捕；9月16日12时整，帆张网等渔船开捕。至此，2021年度伏季休渔全面结束，海鲜“饕餮客”的“春天”来了。开海后，吕四渔港码头上，时常上演千帆竞发、奔向大海的震撼场景。

10月11日，记者来到吕四渔港码头时，刘克迎刚带领着22条收购船从吕四渔场满载而归。“近这六七年，鱼好打多了，明显能感觉到渔业资源已逐渐恢复。”刘克迎当了30多年“船老大”，他感觉到现在的海洋捕捞理念变了，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给渔民带来的收益是长期的。

江苏南通启东吕四渔港内等待出海的渔船。（资料图）

“过去搞‘竭泽而渔’，渔网网眼越扎越小，鱼虾蟹却越来越少。现在相比历史高峰时，产量虽下降了三分之一以上，但品质却呈逐年上升趋势，所以经济效益并未减损。”刘克迎说。

渔业资源是怎样恢复的？启东市渔政监督大队大队长袁华给出的答案是“一增一减”。“‘增’是增殖放流，‘减’是减船转产。一方面加大海洋增殖放流来保护渔业资源，另一方面通过加大海洋捕捞渔船和产量控制的力度，推动渔民由捕捞向养殖转产。”

“通过十多年持续增殖放流，大竹蛏、大黄鱼等沿海几近消失的品种重现渔获，一些重要经济鱼类的种群状况有所改善，部分品种生物量明显增加。”袁华说。

同时，减船转产可不是一减了之，更重要的是推进配套实施海洋捕捞渔船标准化改造。从浅海走向深海，把小渔船改成大渔船。渔民愿不愿意？各方支不支持？耗时耗力的工作如何推进？江苏用8年时间给出答案。

江苏早在2012年就在全国较早启动了万艘渔船更新改造工程，按照“政府引导、渔民自愿、各方支持”“小改大、木改钢”原则，投入10亿元财政资金，逐步将万艘海洋捕捞渔船更新为5000艘左右“安全、节能、经济、环保、舒适”的标准化渔船。

如今，走进江苏南通吕四、洋口渔港，盐城射阳黄沙港和连云港赣榆青口等国家中心渔港，清一色的现
代化钢质渔船完全替代了小木船。“新船装备了先进的北斗卫星系统，船体更大，抗风险能力更强，新
船普遍配备了能容纳1.5万斤渔获的冷水仓，可以大限度保证渔获的新鲜度。”启东市大洋港造船有限公
司总经理朱海件介绍说，“十年来，公司已为吕四渔民打造了30多条钢质渔船参与捕捞作业，实现‘海
鲜自由’也有咱的一份功劳。”江苏南通启东吕四渔港渔船出海鸟瞰图。（资料图）“有身份证号”的
对虾

正如中国饭店协会会长韩明所说，随着人们消费结构的改变和消费水平的提升，水产品消费比重将逐步
提高，我国海鲜餐饮需求潜力巨大。在渔港望着海面上来往穿梭的渔船，记者不由思考：不断增加的海
鲜产品消费需求缺口仅靠发展捕捞能够完全补足吗？海水养殖又能发挥多大作用？驱车沿着连云港赣榆
区海滨大道行驶，向东望去，辽阔的黄海烟波浩渺。记者来到了连云港赣榆区蓝湾现代渔业园区。从海
滨大道向西望去，园区厂房成片连接，绵延几百米，三角形蓝瓦顶高低起伏，如同海浪，蔚为壮观。推
开园区江苏宝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大门，规格统一的62个砖混结构四方形的水泥池整齐排列。环境在线
监控、水质在线监测等现代化设备在水泥池上一应俱全，颠覆了记者对渔业养殖的印象。“我们以南美
白对虾工厂化养殖为主，每个池约25立方米，每3个月一批对虾循环生产，每批产量600斤，成活率达到8
5％，平均年产量能超过20万斤。”公司董事长许贺告诉记者，为了实现绿色生态养殖，公司还配套建设
了室外水处理池及海水外塘，通过投放牡蛎等贝类和滤食性鱼类来净化过滤，实现水循环洁净排放。“
我们引进中国海洋大学的有益藻和有益菌调水技术，以抗菌肽、酵母培养物等绿色免疫增强剂和抗逆制
剂来提高养殖水产品的免疫力，替代抗生素类药物，养出来的鱼、虾、贝完全无药残。”许贺说，绿色
养殖的对虾，不仅肉质紧实、味道鲜甜，而且纳入了江苏省水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成为“有身份证
号”的对虾。在养殖池旁，许贺轻轻提起一个网兜，浅青色的南美白对虾立刻活蹦乱跳起来，在阳光照
射下显得晶莹剔透。“这批虾将在11月上旬上市，以活虾的形式销售到中西部省份，远到宁夏、成渝等
地，让西部消费者也能享受到美味的海鲜。”许贺说，绿色生态对虾不仅受消费者欢迎，也吸引众多渔
民参与养殖，目前已有5户渔民联动养殖，面积超3万立方米。10月份以来，盐城市响水县三圩盐场斑节
虾（日本对虾）进入全面收获季。夜幕笼罩下，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收网，每隔几分钟，就有一筐筐
斑节虾被打捞上来。“盐场先后开发海水养殖斑节虾面积近3万亩，建成2000亩以上连片养殖园区5个，



养殖规模不断扩大，效益不断提高。”三圩盐场养殖区负责人陈德明告诉记者，通过实施退盐转养工程
，响水的“盐池子”变成了“虾塘子”，全县斑节虾养殖面积接近10万亩，年产量超700万公斤，成为江
苏大的斑节虾养殖基地。南通市如东县是江苏的海洋产业大县，拥有102公里海岸线和104万亩滩涂面积
，是我国大的文蛤生产基地。“养殖类主要以虾、蟹、贝类为主，目前，脊尾白虾、梭子蟹、南美白对
虾的养殖面积超过8万亩。”如东县农业农村局渔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周亚文介绍，该县海水养殖面积达到
72.8万亩，产量达到21.4万吨。行走在江苏沿海，记者可以深切感受到，各地正在大力发展滩涂、盐碱地
和室内工厂养殖等多种模式，以科学生态养殖方式来扩大海洋渔业产品供给量，使之成为支撑“海鲜自
由”的重要力量。2020年，江苏《关于加快推进渔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也明确，到2025年，重点要加
快海洋渔业发展，形成覆盖“潮上带、潮间带和潮下带”的海水养殖立体发展体系，支持开展深远海智
能化养殖，推动远洋渔业发展。直播正在改变生意形态

“65亿元！”这是2020年连云港赣榆区海头镇海鲜碰撞电商所产生的“火花”。“2015年之前，我们的
海鲜销售基本在本地，北上远到山东，南下远也就到上海。现在可不得了，全国人民都是我们的客户。
”海头镇王文文一家从事海鲜捕捞和销售几十年，随着电商直播的兴起，他家的海鲜销售正在发生巨大
变化。每天18时，王文文会准时打开好几部手踏信，面对手踏信屏幕，与网友互动，介绍当地海鲜产品
的品类和特征，兴起时，还会现场做一道海鲜美味，通过视频直播的形式呈现给网友。“不光是展示，
我们也带货。我们在快手、火山、抖音等直播平台上拥有200多万粉丝，能卖到10万元，年产值超过3000
万元，这是过去想也不敢想的。”王文文说，直播有一个优势，消费者可以直观地了解和购买海鲜产品
，快递直接发货送到家，省去了中间差价，海鲜更加。像王文文这样的“网红渔民”，在海头镇还有300
0多名。这个常住人口仅有8.7万人的小镇，如今从事海鲜电商行业的就有2万多人。“‘互联网＋’新型
营销业态拉近了海鲜直通餐桌的距离，眼下，海头自产的海鲜已经不够卖了，正通过外地调运、跨境电
商等多种模式实现海鲜买全球、卖全球。”连云港赣榆区海头镇电商办主任李宝磊坦言，新型营销业态
给当地海鲜产业发展带来了大踏信遇，但也存在着直播间的销售量与厂家库存之间信息不匹配的短板。
“因为无法掌握渔获库存，一个‘爆单’可能就会造成大量投诉，因此，建设好强大的冷链物流供应链
是助力海鲜产品顺利走上餐桌的重点之一。”李宝磊说。在海头镇走访时记者了解到，当地已建成4万吨
冷库容量，如今又开辟了294亩二期冷链基地，正在建设顺丰海鲜冷链物流中心等多个项目，将打造全国
海鲜发运中心。《江苏省“十四五”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明确，将加强农产品
冷链物流和农贸市场建设。相信随着沿海各地全力推进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必将有效畅通海鲜产品从水
中到桌上的渠道。码头上还有多少年轻人

令人欣喜的变化不少，可发展中的忧虑也同样存在。当了30年“船老大”的刘克迎是个打鱼能手。可眼
下，让他犯愁的不是捕来多少鱼，而是谁来接他的班。“出海从事渔业生产不仅是体力活，更是经验活
、技术活，我今年已经53岁了，很快就要干不动了，你看看这码头上还有多少年轻人？”记者沿吕四渔
港码头走了一圈，靠岸的船舶不少，可船员大多以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为主，三十岁左右的年轻船员屈指
可数。没等记者提问，刘克迎便道出原因：“出海踏信太辛苦，还有一定的风险，谁家也不愿把孩子送
到船上来，可没了年轻人参与，海洋捕捞怎样继续发展呢？”从南到北，在记者的走访中，一些共性问
题“浮出水面”——年轻劳力严重不足，从自然条件到政策环境、科技投入，海洋渔业产业链的各环节
多重制约因素叠加，都成为持续保障“海鲜自由”的“拦路虎”。江苏海洋大学海洋科学与水产学院的
阎斌伦被称为“渔民教授”，从事水产养殖研究与科技成果推广近40年，他认为，除了缺乏年轻劳力的
短板，制约海洋渔业发展的因素还有很多。包括自然禀赋欠缺、政策重视程度不够、科技投入少、产业
融合发展不足等。“在沿海经济发展中，渔业发展地位相对弱势。港口建设、航运和临港工业等占用了
不少发展空间。”江苏海洋大学李信书、王兴强等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中表示，与工业相比，渔业占地
多、见效慢，在沿海开发过程中，渔业空间被压缩的情况相对突出，沿海经济发展呈现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专家学者们建议，要给海洋渔业发展提供相对宽松、合理的空间和外部环境；要加大海洋渔业的科
技投入力度，把“科技兴海”“科技兴渔”作为发展主线，围绕苗种繁育、水产绿色健康养殖等开展产
学研合作；要着力推进水产品加工流通提档升级，推进水产品加工企业技术改造升级，发展水产品精深
加工，提高加工利用率和产品附加值。“目标是推动构建海洋渔业空间布局更加优化，产业结构更趋合
理，绿色发展更有成效，水域、陆域、岸线联动开发的现代渔港经济区。”阎斌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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