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农产品电商 2021年1月13日 星期三

编辑：王斌 策划：韩啸 新闻热线：01084395098 E-mail：nmrbdianshang@126.com

电商扶贫

圆桌论坛

新电商 新农人

地方实践

□□ 本报记者 韩啸 见习记者 丁乐坤

“自 2019年 5月‘天水邮政精准扶贫官方
店’登录拼多多平台以来，通过‘产地直发’帮
助果农销售苹果、樱桃、蜜桃、手工辣椒面等
农特产品 17.42 万件，销售额 435.5 万元，2020
年全年销售已超10万单……”日前，中国邮政
集团有限公司天水市分公司渠道平台部副经
理李军告诉记者。

为了打通出村“第一公里”，让新鲜农产
品直达餐桌，中国邮政集团和新电商平台拼
多多在2020年9月成功“牵手”，在产地与销地
发挥各自优势，助力农产品上行。“目前，全国
多地邮政机构都建立了与合作社、农户、基地
合作的扶贫助销模式，并在拼多多等平台开
店，让本地特产高效直达全国。”拼多多新农
业农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狄拉克介绍，“我们
通过实施‘最初一公里’战略，以推动农产品
在标准生产、现场分拣、拼购仓、产地直发“超
短链”等方面实现全方位的‘源头变革’”。

深耕产区
邮政电商推动“源头变革”

2020 年 9 月 19 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
司与拼多多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发挥
各自优势，全面推进农产品产销对接合作。
中国邮政将用三年时间打造150个中国“邮政
农产品基地”，为拼多多消费者从源头供应优
质农产品。

这种“源头变革”此前已在各地邮政机构
中悄然展开。天水邮政精准扶贫官方店是百
万个拼多多涉农店铺之一，也是近年来在“最
初一公里”战略推动下诞生的“邮政+电商”新
模式的典型代表。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中梁镇是一个以苹
果种植为主要产业的大镇，也是秦州区苹果
种植重点乡镇；往年苹果成熟时节，大批外地
客商前来收购成为田间地头的一大特色。

由于难以对接大市场，当地的小农户对
市场行情变化不够敏锐，“果贱伤农”的情况
时有发生。为了能够让农村地区的包裹从产
地直发，缩减中间环节，天水邮政专门成立了
拼多多店铺运营团队，渴望通过电商和社交
拼团的力量，改善当地苹果的销售状况。

李军回忆，2019年，天水“花牛苹果”曾出
现销售难，价格一度跌至0.6-0.7元/斤。运营
团队得知此情况后主动到中梁镇各苹果种植
村走访，了解当地苹果的滞销情况。

中梁镇何家湾村村民范小军家中共有 6
口人，其中两位老人年事已高，基本无法下地
劳作，全家收入来源仅靠家里的 8 亩苹果园。
一方面，村里的“亩亩优”农民专业种植合作
社负责人蒲建明在当地政府的协调下，与范
小军联系并吸纳其入社，并承诺优先收购出
售范小军家的苹果。

另一方面，天水邮政的电商团队则与“亩
亩优”合作社建立销售合作，帮助果农销售苹
果；合作社果农需要根据电商的销售特点，将
果品分级、包装，提升品控，严格遵守店铺提
出的各项质量标准。两周下来，便将范小军
家的4万余斤“花牛苹果”销售一空。

和范小军一样，建档立卡户靳顺喜家里
的 20 亩苹果也被合作社兜底包销。靳顺喜
的父亲常年卧病在床，生活无法自理，除了
日常种植中遇到的生产难题，每逢收获季卖
果也成了心病。自从通过合作社对接上拼

多多天水邮政店铺，销售难题彻底解决了，
他可以将更多的心思放在“如何种出好果
子”来。亩亩优合作社负责人蒲建明介绍：

“除了固定社员，合作社还对接着几百户农
民，依靠社交电商的‘威力’，让这些果农的
销售从容了许多。”

邮政与拼多多相结合的方式，改变了当
地“最初一公里”的产业生态，帮大量果农提
供了一个畅通的销售渠道和一种全新的销售
模式，许多贫困种植农户也有能力将天水本
地的水果卖向全国。

据了解，这样的邮政精准扶贫官方店正在
拼多多平台上快速铺开。2020年以来，仅在甘
肃天水、武威、定西、白银等地，就有多个邮政
机构持续发力，展开“从0到1”的历史性跨越，
通过“邮政+新电商”的新模式，在农村地区创
造了海量订单，推动小水果变成大产业。

释放物流潜力
推动农村“新基建”进程

有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中国

已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新兴寄递市场，包
裹快递量超过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经济体
总和。

在各大电商的推动下，农村市场成为发
展亮点。“2020 年农村地区收投快件超过 300
亿件，同比增幅比城市高 20 个百分点以上。
特别是农产品加速上行，成为行业重要助推
力。”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江介
绍，保守测算 2020 年农产品快递业务量超过
百亿件。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初疫情暴发以来，
消费者产生了更多“线上下单”的需要，但由
于供给和需求极度分散，农产品的上行依然
存在诸多堵点，紧缺和闲置的情况并存。根
据国家邮政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当前“快递下
乡”中97.6%是乡镇层面的，只有40%左右的快
递能够真正进入村里。这也意味着，农产品
及农村物流体系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2021 年，政府还将加快建设县乡村三级农村
物流节点体系。

移动互联网和新电商模式，成为中国寄
递业务跨越式发展的强大动力。为了挖掘其
中潜力，同时匹配“大国小农”的实际情况，拼
多多创新了“农地云拼”体系，以“产地直发”
为主要特点，以平台取代层层分销的传统渠
道，把快递包裹作为微观颗粒，推动农田直通
写字楼、住宅区，帮助小农户直连全国大市
场，形成“超短链”。这就意味着将消费端长
周期的分散需求，归集为短周期的批量需求，
形成规模效应，为农民提供长期稳定订单；各
个分散的小农业态，在“云端”被拼成了一个
虚拟大农场。

“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传统农产品流
通的损耗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绕开了工业
品物流节点分发农产品的弊端，让农民和消
费者共同分享更大的价值。”狄拉克说。

据悉，未来5年，拼多多将投入不低于500
亿元，支持带动建设“拼购仓”等农业农村“新
基建”，全方位提升农产品物流的体系和效
率，利用模式创新、科技投入和人才输送，构
建最完善的农产品物流体系。其间，拼多多
将助力农村地区打造 100 万家年销售额过百
万元的店铺，持续扩大农村包裹量，助力全国
各地更多特色小水果发展成为带动农民增收
和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行业聚焦

实施“最初一公里”战略，实现农产品的标准生产、现场分拣、产地直发“超短链”——

邮政携手电商 共促源头变革

天水邮政的工作人员正在打包发货，将“花牛苹果”以“超短链”发往全国。 甘天 摄

无人农场、智慧农场是近年来农业领域的
热门话题。原因很简单，因为农业劳动力在世
界范围内都呈下降趋势。据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统计，美国从1930年左右，日本、意大利、法
国从 1960 年开始，农业从业人口占比迅速下
降，如今，发达国家农业从业人口占比基本都
在3%-5%，最少的国家以色列仅有约0.9%。

目前我国的农业从业人口占比大约是
28%，且还在持续下降当中，预计未来30年内会
下降到5%左右，且平均年龄是55岁，“60后”和

“70后”是主力军，剩下则是“50后”和“85后”。
这就意味着在25年后，中国农业主力军将全部
退出农业。另一方面，中国劳动力成本也在不
断增加，部分地区农忙时分，每天200元也雇不
到人。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将来谁来从事农业劳
动？唯一的答案就是机器，机器替代人是一个
必然的方向。这也使得产业界和学术界对无
人农场、智慧农场的讨论有了现实意义。

机器换人的前提是机器需要具备三种能
力：第一是感知，包括感知光、温、水、肥、热等
生产环境，感知作业对象和装备状态等；第二
是通信，也就是网络化；第三是具备智慧“大
脑”，某种意义上这个大脑的智能程度不亚于
人类。

要想达到这三种能力，需要具备三种技术
来武装：一是物联网，让装备有感知能力和通
信能力；二是大数据，有了物联网之后，大数据
自然就会形成，然后对数据进行精准挖掘与分
析，促使农业生产走向精准，从而解决农业生
产效率、生产质量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三是人工智能，也就是机器智能化。

所以，未来30年中国农业应该会发生巨大
变革，在中华大地延续了五千年的农业将会实
现华丽转身，完成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跨
越，同时无人化也逐渐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一
种潮流。

那么，什么是无人农场？事实上，无人农
场不等同没有人，实际上保留了人，但同时依
靠机器进行作业，从而促使作物产量提升、资
源利用率提高，水、肥、药施用量减少，保证农
产品质量安全，实现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笔者认为，这样的“智慧农场”，将来一定
会按照三个阶段来发展：第一阶段，传统劳动
力或人不进入农场，但是需要人力进行远程控
制的无人农场；第二阶段，演变为无人值守的
农场，只保留一台无人机，虽然在农场内看不
见人，但是实际上后面有4个人在远程操作这
台无人机完成作业。还可以争取单人操作，尽量减少操控人员的
数量；第三阶段，当人工智能发展到高级阶段，所有的作业便可由
高级的无人系统自主决策指挥机器完成，也就是说，机器本身知道
何时下地干活，何时回车库，所有的作业均由机器完成，这就是无
人农场的最高级阶段。

值得关注的是，无人农场主要涉及以下四大关键技术：物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机器人。

物联网主要解决的是农业作业环境的感知、通信问题。所以，
物联网的核心就是“云网端”：云是大脑，网就是各种通信，如5G、
无线网络、卫星通信、北斗系列的各种通信方式。

机器视觉相当于机器人的眼睛，它对作物长势、动物行为会进
行一个判断，即通过视觉和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结合，让机器对
动物和植物进行一次精准的判断，然后对其营养或饲料投喂进行
精准配给。这便是种植或养殖的核心技术。

其次就是人工智能，虽然现在仍然只能叫“初级人工智能”，即
基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这让机器拥有了人的思维方式，也就是控
制的策略，甚至比人还精准。通过模拟人的思维进行科学准确的
决策，再给装备发送指令，从而进行精准的控制。

最后一方面就是装备集成。除了无人机、无人驾驶和挤奶机
器人等农业机器人相对成熟以外，国外的蔬菜、水果分拣包装机器
人也比较成熟了。现在农业机器人任务中比较困难的是蔬菜的收
获，目前欧洲、日本农场也未能实现智能化采摘。所以，这方面目
前尚有诸多挑战。

让机器和人一样具有感知、驱动、导航、作业的能力是未来科
研努力的方向，等这四方面真正成熟落地，就真正地实现了自主无
人系统的搭建，无人农场才真正达到智慧的“无人境界”。

一项新技术从产生到完全推广需要很长时间，因此，我们应
从现在开始就着手布局，从发展的角度去提问题、去研究、去攻
关，不断推进相关产业发展，这将必然会对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发
展产生重大促进作用，也将助力 2035 年我们国家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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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贵州省遵义市以基层党建工作为引领，依托“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推动当地农特产品
搭乘“电商快车”，让遵义酸菜、羊肉粉、麻辣土豆等一大批质优价廉、特色鲜明的农产品远销全国。图为
遵义市汇川区电商企业山咔咔公司员工正在直播带货，销售当地特色农产品。 方俊 摄

山东济南
乡村振兴 数字“先行”

“动能转换，济南先行。”山东省济南市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是
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的“试验田”。在先行区整体经济结构中,农业
经济占据着极大比重，拥有“太平西瓜”等国家地理标志认证商
标。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科技创新成为传统农业向数字农
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源泉。

2018年9月，京东与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达成全面战略合
作。在京东“智联云”支持下，先行区立足产业振兴，建立农业数字
化综合服务平台，建成全区农业资源视频监测系统，全面提升先行
区数字农业水平。打造“甜源先行”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上线运
营“甜源先行”京东旗舰店和微信公众号，通过线上平台和直播活
动推动农产品电商销售。同时，联动山东省铁塔智联，发挥京东人
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能力，搭建农业农村资源数据中心和智能监
测平台，为先行区管委会及各街道农业农村管理部门和人员提供
秸秆燃烧、村庄安全、森林火情、耕地资源监管等数据采集、监测分
析、智能预警等服务。

聚焦新科技，赋能新农业。为进一步挖掘和服务新科技、新农
业项目，加速济南先行区企业集聚和发展，济南先行区和京东在
2019年联合举办创新创业大赛，吸引新农业创新创业项目落地济
南先行区数字经济产业园,打造互联网新经济平台。据了解，目前
已聚集包括绿口酥农业、华为鼎育生态农业科技、谷之丰农业科技
等农业企业在内的220家企业，初步形成数字经济产业集聚规模影
响力。 本报记者 杨瑞雪

□□ 张唯 张瑛

新年伊始，在家含饴弄孙的百岁老人石兰清，仍会不时出现在宁
夏中宁县老奶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电商平台的直播弹幕中：

“老奶奶身体还好吗？”
“好久不见她直播，有点想她呢。”
“新粉表示没有见过老奶奶，遗憾。”
网友口中的老奶奶石兰清，曾是中宁县远近闻名的“村播”。孙辈

魏天野回到家乡前，她已和家里的枸杞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用双手种
出最好的枸杞，是老人秉持至今的愿望。

前些年，石兰清还会经常出现在自家枸杞地里，查看长势，采摘果实。
中宁县老奶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魏天野是石兰清最疼爱

的小孙子，十多岁时外出闯荡，摆过地摊，进过工地，干过服务员，当过
美发师。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辗转，让这个农村孩子的眼界
逐渐开阔。

回家乡前，魏天野凭借熟练的手艺成为理发总监，月入万元让周
围人羡慕不已，但没人知道，他心底的创业梦已经萌发许久。反复思
量，魏天野决定回家卖枸杞。

在他的记忆里，老家枸杞地里红红的果子，每年都如数卖给上门
收购的枸杞贩子。钱款不算多，让大家庭维持生活没问题，但远远谈
不上实现富裕。

“我文化水平不高，互联网和电商这些字眼当时听都没听过。”魏
天野的口气里带点自嘲。知识可以补，但阻碍他创业的不止这个，没
有启动资金不说，家族里几乎每个人都无法理解，为什么要把自家产
的枸杞卖到网上。

魏天野给奶奶石兰清耐心地教着什么是互联网。
魏天野并未妥协。2014年，他着手将梦想付诸实践。当时魏天野

的启动资金仅有2000元，其中一多半购置了一台二手电脑，几百元作
为请人注册店铺的劳务费。几番忙碌下来，他的口袋里只剩不到200
元，“好在自家枸杞不需要成本。”

开店之初，魏天野就将销售的自家枸杞起名为“老奶奶的枸杞”。
问及缘由，他这么回答：“我想用这个品牌让更多人看到，我奶奶的善
良和对枸杞的用心。”

下播后，石兰清还会问魏天野一天的销售额。
石兰清正式“出镜”是在2017年。淘宝直播的上线，让买枸杞的消

费者看到了真正的老奶奶。老人不知道网络，也不懂直播，甚至因为年
长导致的视力及听力退化，让她只能依赖魏天野的“翻译”和网友交流，

但老人面对镜头的淳朴和自然，仍深深打动了网络另一端天南地北的人们。在魏天野
借助镜头将自家枸杞从生长结果到风干分拣过程记录下来的同时，石兰清也逐渐成为

“老奶奶的枸杞”的活 IP，为更多人所知。年复一年增长的销售额不仅打消了家族亲戚
的顾虑，还让闻讯而来的村民，也增加了种植枸杞的积极性。如今，“老奶奶的枸杞”产
品复购率已到7成左右，当地不少村民也依托于这个品牌，先后脱贫致富。

去年，作为“全网最年长村播”的石兰清光荣“退休”，但她带着慈祥笑容的漫画
头像，却印在了中宁县老奶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每份产品的外包装上，并随着电
商平台的订单发往全国各地。2020年，“老奶奶的枸杞”、梦之杞等 3个品牌卖出了
3000多万元销售额的好成绩。今年，魏天野计划适当延长枸杞产业链，增加枸杞原
浆、冻干枸杞等新产品，同时将部分枸杞外的滋补产品也纳入销售体系中。但不论
企业发展得如何风生水起，魏天野的脑海里，始终牢牢记着奶奶石兰清的一句话：

“枸杞是吃的，要好好干，别乱来。”

□□ 宋永亮 本报记者 范亚旭

近日，在位于河南省上蔡县邵
店镇籽粒村的友大农业科技公司内
一派繁忙，省发改委驻籽粒村第一书
记孙文生正带领着该公司的员工利
用互联网直播推销籽粒村生产的玫
瑰花冠茶、玫瑰粉等系列扶贫产品。

“这是我们籽粒村生产的玫瑰
花冠茶，我们村的扶贫产业还生产
了玫瑰饼、玫瑰酱、玫瑰酒等十多个
大类几十个品种，能吃能喝能护肤，
不信大家先尝尝，我先吃给大家看
看！”孙文生在镜头前又吃又喝又涂
抹，想法子让大家相信他所代言的

玫瑰系列产品的品质。
依托互联网直播带货，让籽粒

村这个豫南小村庄生产的玫瑰系列
产品开始走向千家万户。孙文生直
播代言籽粒村扶贫产品有所不同的
是，一方面通过 C2C 的模式直接面
对消费者，另一方面还通过 B2B 的
模式，发展更多的商家代理玫瑰系
列产品。“通过线下代理的模式大力
发展电商产业，籽粒村的电商销售
额有望比往年提升两倍或更多。”孙
文生预计。

2020 年 12 月 12 日是全球消费
者线上购物的狂欢节，孙文生放弃
周末休息时间，就加入消费扶贫大

军的行列，以“扶贫优品进万家”为
主题开展扶贫产品推介会，以“花相
恋”玫瑰系列产品为拳头，让众多经
销商看到电商扶贫的美好前景和乡
村振兴的希望田野。当天即签订商
家代理订单超 30 份，其中 6 份是单
品的独家代理权。

据介绍，籽粒村依托友大农业科
技公司建设的“花相恋”玫瑰庄园，积
极发展玫瑰花精深加工产业，协同推
进乡村旅游产业，在产业扶贫方面真
是耍出了新“花”招。同时，以“公司+
基地+农户”为主要形式连接贫困户，
截至目前，已安排附近70余名贫困劳
动力就业，帮助籽粒村脱贫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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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上蔡：籽粒村脱贫有“花”招

贵州遵义：农特产品搭上“电商快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