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专业仓储和配送奈雪的茶的冷链物流公司 恒温冷藏 测温冷冻

产品名称 浙江专业仓储和配送奈雪的茶的冷链物流公司
恒温冷藏 测温冷冻

公司名称 踏信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吨

规格参数 浙江冷链物流:服务好
冷冻冷藏产品:时效快
浙江杭州:质量高

公司地址 全国服务

联系电话 17280155564 17280155564

产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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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3日，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副司长宋丹阳在“‘十四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发布会上表示
，要加快补齐“先一公里”冷链物流短板，围绕“四横四纵”国家冷链物流骨干通道网络，优化布局建
设，培育一批低温处理、集中仓储等社会化服务新模式新业态。

12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十四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下称《规划》）。《规划》指出，
到2025年，冷链物流温度达标率全面提高，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冷库设施温度达标率达到国际水平。
肉类、果蔬、水产品产地低温处理率分别达到85%、30%、85%。

“当前，我国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总量不足、地域分布不均，商品化处理能力较弱，再加上与骨干
冷链物流网络缺乏有效衔接，产后损失较大。”宋丹阳坦言，“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2020年农业农村
部会同相关部门启动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

一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重点围绕生鲜农产品主产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及脱贫地区，安排中央财政资
金项目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针对蔬菜、水果，兼顾地方优势特色品种建设
产地冷藏保鲜设施。

二是开展整县推进试点。在全国确定121个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整县推进试点，强化县域统筹，



整体布局建设，创新投入机制和运营机制，探索产地冷链物流运行模式。

三是强化配套政策支撑。相关部门出台了系列配套政策，用地纳入设施农用地管理，用电按照农业生产
用电价格政策执行，金融机构创新产品、简化流程，初步形成了横向联合联动、纵向衔接配套的产地冷
链物流设施建设支持政策体系。

四是完善工作推进机制。建立健全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体系，实施意见管总、技术
方案管质、绩效评价管量的工作制度。

“两年来，农产品产地低温处理能力和商品化处理能力显著提升，扩大了高品质生鲜农产品供给。”
宋丹阳说。

宋丹阳透露，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高效协同、持续发力，加快补齐“先一
公里”冷链物流短板。一是优化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围绕“四横四纵”国家冷链物流骨干通道网络
，优化布局建设，构建基本覆盖主产区、支撑生鲜农产品上行的产地冷链物流设施网络。二是建立产地
冷链物流服务体系。壮大一批产地冷链物流运营服务主体，培育一批低温处理、集中仓储等社会化服务
新模式新业态，构建网络化经营、化服务的产地冷链物流服务体系。三是健全要素支撑保障体系。强化
政策支持，构建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引导社会主体参与建设运营。完善农产品冷链物流标准体系，加快
标准制订和推广应用。加强产地冷藏保鲜新技术新装备研发推广，开展技能培训。

来源：中国经济网

人民网北京12月15日电 (记者许维娜)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十四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加强顶层设计和工作指导，推动冷链物流高质量发展。记者就该规划相关内容采访了中国农
业大学教授吕建军。

吕建军表示，《规划》针对我国目前冷链物流发展面临的突出瓶颈和痛点、难点、卡点问题，以 “专栏
”的形式分别从三级冷链物流节点建设工程、农产品产地冷链物流设施补短板工程、冷链运输提质增效
降本工程、销地冷链物流提升工程、医药产品冷链物流提质工程、冷链物流创新低碳发展工程、冷链物
流设备更新工程、供销系统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工程、骨干冷链物流企业培育工程、冷链物流标准
体系建设工程、全国冷链食品追溯监管体系建设工程、进口冷链食品预防性消毒优化工程十二个关键工
程建设来实施。

吕建军强调，十二个关键工程建设部署施策，从关键问题入手，将彻底扭转我国冷链物流“散小杂”“
不冷不链”的困境，实现冷链物流全面协调发展。

针对《规划》中的全国冷链食品追溯监管体系建设工程建设，吕建军认为，追溯监管体系采集记录农产
品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信息，实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可有效破解各环节之间信息不
对称问题，建立起各环节的质量信息互通机制和质量安全责任潜在惩罚机制，从而达到降低食品安全风
险的目的。

同时，冷链食品追溯监管体系建设有助于通过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把各种食品安全
风险和不确定性控制在低的范围内，将有利于对接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

从冷链物流具体实践中来看，吕建军指出，制约冷链物流发展的具体细节问题不容小觑，比如很现实的
农村冷库的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带来的具体运营管理和盈利问题，供应链管理主体和参与者的利益分
配问题等貌似细节的小问题往往是制约冷链物流整体发展的大问题，因此除了基础设施的布局和建设，
冷链物流运营管理问题也应该受到更多关注，管理水平是冷链物流产业升级的关键。

他还表示，《规划》中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和健全技能培养培训模式，通过支持有条件的普通本科院
校和职业院校开设冷链物流相关或课程，培养冷链产品供应链管理、冷链物流系统规划、冷链物流技术



和企业运营等方面的人才，将有助于提升我国冷链物流发展中的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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