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胥志忠 本报记者 吕兵兵 文/图

“大家看，这是我们北张村的西州哈密瓜，纯天然无添加，皮
薄肉厚脆甜多汁，香味浓郁、脆甜爽口，是得天独厚的舌尖美味
……”日前，山东省利津县明集乡团委书记郑彤飞在北张村的扶
贫大棚里面做着“带货”直播，正是下午三四点钟，大棚内炎热的
温度，也挡不住小郑直播的热情。

这是共青团利津县委“青农帮帮团”和明集乡团委合作，走进
明集乡北张村开展的一场直播活动，也是该县推进消费扶贫的一
项具体举措。“今天直播的反响很好，在 1 个半钟头的直播时间
里，进入直播间的网友累计超过 1 万人次，共售出扶贫产品西州
哈密瓜 1000 多斤、西瓜 300 多斤。”性格开朗的郑彤飞告诉记者，
她已经连续三年帮助贫困户销售农产品了，以前都是在利津周边
进行销售，这次能够通过直播的方式，向全国各地的朋友介绍北
张村特色农产品，让土特产搭上互联网快车销往全国各地，她觉
得很有成就感。

北张村是省级贫困村，主要以传统种植业为主，农民增收路
径单一。2014 年以来，为了持续拓宽增收渠道，下派帮扶驻村
工作组帮助北张村制定了扶贫产业发展规划，从最初简单地种
植菠菜、油菜、茼蒿等蔬菜，到后来尝试种植绿宝、哈密瓜、西瓜
等经济作物，从最初成筐去市场低价批发到开发特色观光采
摘、网上团购、直播带货，被张村村民的生活在“甜丝丝”里发生
着新变化。

据明集乡党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依托团县委“青农帮帮
团”助农电商平台开展的线上营销活动，包括开展“带货”直播、建
立团购微信群等内容，还联系多家超市、企业、学校食堂进行团
购，实现了“线上+线下”促明集特色农产品销售，多渠道带动了
贫困农民增收致富。

电商扶贫

“青农帮帮团”成员郑彤飞（左）在推介北张村的哈密瓜。

电商战“疫”在行动

美团携手在京连锁品牌超市发起“安心选购”行动——

线上线下齐发力 民生商品供“无忧”
□□ 本报记者 崔现芳

6月 17日，美团闪购宣布，即日起携手家乐福、
京客隆、华润万家、超市发等在京连锁品牌超市，发
起“安心选购”行动，全力保障市民对米面粮油、生鲜
食材、日用百货等外卖送到家的需求。

期间，平台将通过线上运营、线下“骑手驻店”的
形式，与各大超市一起应对线上订单激增的情况；同
时协助商家加大采购数量，首批民生保障物资已经
筹备完毕。

首批民生保障物资已就位

“6月13日以来，外卖订单量逐渐增长到了平时
的三倍，甚至更多。”6月16日，北京家乐福马连道店
负责人说，线上销量较高的商品主要集中在蔬菜、水
果、肉类和奶类。其中，西红柿、土豆、黄瓜、常温奶
等总体销量较高。针对这一情况，北京家乐福已通
过产地直采等方式，将蔬菜、水果、肉类等商品采购
量提升3倍甚至更多，全力保障民生商品供应。

由于北京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发生变化，多个菜市
场关停，从连锁品牌超市“点外卖”，成为市民购买生鲜
食材乃至日用品的重要渠道。家乐福马连道店外卖订
单的增幅，是近期在京各大超市门店的一个缩影。

美团闪购数据显示，线上买菜需求一时间激
增。6月13日以来，包括京客隆、家乐福、华冠超市、
超市发等在内的近千家超市，在北京地区的外卖订
单数量与上周相比，增加了三倍多，萝卜、西红柿、小
白菜、西蓝花、甜玉米是销量排名前五商品。为全力
支持北京市场的食材供应，美团第一时间沟通协调
产地和供货商，将蔬菜、肉禽蛋、水果等日常生活必
需品的采购量提升至日常的3-4倍。

6月 16日晚，北京市宣布将疫情应急响应级别
提升至二级。为全力保障在京民生商品供应，美团
闪购紧急与各大超市沟通，于17日上午发起了“安心
选购”行动。“首批筹备的民生保障物资，已经基本到
位”，美团闪购有关负责人介绍，其中包括600多吨生
鲜食材、800吨面粉、1000吨食用油以及消毒液、洗手

凝胶等商品，已经上线销售，确保供应的同时，维持
价格稳定。

骑手驻店30分钟送货到家

“疫情发生变化后，我自愿选择驻店。”美团配送
骑手刘建伟见证了家乐福马连道店近期订单的猛
增，“比平时翻了好几倍。”6月 16日上午，他抽空还
在帮超市员工拣货，“能将订单送到每家每户，心里
还是挺欣慰的。”

随着线上生鲜食材订单激增，出现了拣货能力
不足、人手不够等问题，为此，美团配送紧急启动了

“骑手驻店”模式，为超市门店配备专门的配送骑手，
只负责该门店配送。该模式能保证在同样的骑手人
数下，将接单、送货效率提高至普通模式的约 1.5
倍。“线上订单暴增，的确给门店带来不小的压力。”
家乐福相关负责人说，门店为此紧急加派了拣货人
手，美团的“驻店”骑手也有效缓解了门店的压力。

“我们将持续关注平台上超市便利店、生鲜食材
店、连锁药房门店的供给情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
下，全力保障供应。”美团闪购有关负责人表示，越是
特殊时期，越要全力保障民生供给，平台会和在京各
方合作伙伴一起，保障货源安全和食材供应，为消费
者提供安心、放心的日用万物送到家服务。目前，平
台上的商品供应较为充足，并会实时补货。

为了让人们吃得更安全、更放心，美团继续提供
无接触配送服务，用户可在订单备注中选择“无接触
配送”，骑手将在送货时联系用户，将包裹放在指定
位置，减少面对面取货可能带来的风险，此举得到不
少上班族的好评。同时，美团继续严格执行相关检
验检疫规定，继续加强卫生安全保障措施，每日多次
对大仓、服务站及骑手配送箱进行消毒，要求员工和
骑手全程佩戴口罩并进行体温检测。

“骑手送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街上能看到骑
手，就能让老百姓放心，社会在正常运转。”一名美
团配送骑手说。从这个角度看，穿行在大街小巷的
骑手就好像民众的定心丸，在特殊时期彰显出其社
会价值。

行业聚焦

地方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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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嚼着吃”的枸杞“云”上卖
——电商消费扶贫助青海藏区特产走出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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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村播亮相 优特产品畅销

□□ 杨华云 本报记者 郜晋亮 文/图

每年 8月中旬，是王有录采摘野生黑枸
杞的时间，他会骑着自己的摩托车一直驶向
格尔木草原深处。王有录用剪刀小心地从
黑枸杞果根部剪过，用手接住，稍不注意就
会被枸杞的尖刺扎到。他采到的黑枸杞，经
过几道收购后进入青海三江雪的工厂晾晒、
加工，最终会在消费者的玻璃杯里释放出美
丽的花青素，成为“蓝色妖姬”。这几年黑枸
杞收购价降低，每斤仅 20多元，王有录运气
好一天能采到 10 多斤。从 8 月中旬到 10
月，经历青藏高原的暴晒到凛冽的寒风，采
完黑枸杞的头茬、二茬、三茬，王有录大概能
收入五六千元。对于这个贫困农民来说，这
笔收入占到了他全年收入的一半多。

为助力脱贫攻坚，通过开展消费扶贫行
动来帮助王有录这样的农户，6月9日，中国
青年报联合青海省西宁市政府在新电商平
台拼多多上举办了“‘云’观夏都好物，‘线’
尝高原馈赠”助农扶贫公益电商直播活动，
西宁市副市长杨小民为柴达木红枸杞、黑枸
杞、枸杞蜂蜜、八宝茶、藜麦等青海藏区特色
农产品直播带货。

副市长“摆摊吆喝”藏区特产

在 11 个小时的连续直播中，主播们推
荐了包括柴达木红枸杞、黑枸杞、枸杞蜂蜜、
藜麦、藏红花、原味酸奶、青稞奶茶等 20 多
种藏区特色产品，超过 55 万拼多多网友参
与直播，带动青海枸杞销量较前日上涨
350%，枸杞蜂蜜较前日上涨270%。

青海省藏区属于“三区三州”范围，是国
家层面的深度贫困地区，在全国脱贫攻坚大
局中有特殊重要地位。目前，虽然青海省已
实现所有贫困县摘帽，但这只是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战的阶段性胜利，防止脱贫人口再返
贫才是根本所在。

“你拼的每一单，都在助力消费扶贫。”
青海省西宁市副市长杨小民在直播间面对
拼多多消费者这样说。

作为青海省会的西宁市，自 2016 年以
来已经实现了 3个贫困县摘帽，330个贫困
村退出，6.5万人脱贫。杨小民表示：“我今
天来到这里直播、带货，就是希望拼多多的6
亿消费者能够继续支持青海和西宁的商品
销售，让青海高原原产地独特优质的商品，
通过拼多多平台，对接给全国消费者。”

枸杞是大多数人熟悉的养生品，但很多

人并不知道好枸杞真正的吃法是像葡萄干
一样嚼着吃。当然，能这样吃的前提是枸杞
得像葡萄干那样口感香甜。

杨小民向拼多多消费者推荐的是有“枸
杞小霸王”之称的柴达木红枸杞。由于光照
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植物病虫害少，柴达木
枸杞具有颗粒大、肉质厚、色泽艳丽、味道甘
甜的特点。

直播当天，杨小民为消费者带来了“从
前没有，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有”的价格，正常
199元的价格在直播当天仅售99元。

西宁市商务局副局长王永波表示，青海
本地特产如枸杞等，往年旅游季节仅靠游客
的线下购买就供不应求，今年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游客减少，销量也受到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地兴起了线下线
上融合的热潮，西宁市政府也积极帮助企业
寻求融合的途径，扩大本地特色产品的影响
力和销量。杨小民表示，希望通过此次电商
直播活动，推动本地企业积极尝试利用线上
渠道打品牌影响力，拉动销量，也希望全国
消费者都能支持青海特产，助力消费扶贫。

“只要能帮农民卖出东西，就
是该做的”

“太棒啦！为副市长点赞！”“副市长带
货，信得过”“支持副市长带货，权威推
荐”……直播间通过“副市长直播带货”的形

式推介青海优质产品，让粉丝更有新奇感和
信任度，弹幕上的留言占据了半个屏幕，好
评声不断，网友纷纷为“副市长直播带货”的
形式点赞。

杨小民坦言，西部地区电商工作相对滞
后，很多产品的线上销售是短板，今年线上
线下融合的大趋势对西宁的领导干部和企
业都是考验，“希望通过直播，让广大企业都
参与起来，提高自己的线上业务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也是促使他走进电商直
播间的推动力。过去领导干部对直播带货
有些顾虑，觉得不够严肃，更担心专业性不
足，此次疫情对西宁的影响较大，往年这个
时候青海已经有很多游客，但目前省外游客
很少，只有省内的一些游客，人流的减少直
接影响到过去优势特产的销售。为了缓解
疫情影响，尽快恢复经济，越来越多的党政
领导走进线上直播间，为当地产业代言带
货。杨小民也打消了顾虑，“只要把货真价
实的东西卖出去，就应该做，众人拾柴火焰
高，为青海和西宁的产品代言，无尚光荣。”

“我愿意为消费扶贫拼单”“夏都西宁，
我一定会亲自前往打卡”……本次直播带
货，让网友们感受到了西宁人民的热情好客
和西宁农特产品的物美价廉，直播中主播和
网友频频互动，现场气氛热烈。从上午 10
时一直持续到 21时，直播间里惊喜不断，西
宁“花儿”歌手、民族舞蹈演员们献歌献舞，

网络红人藏地九哥、雪茸堂、沫小婷也纷纷
登场，共同推介西宁优品。

消费扶贫助力“三区三州”脱
贫攻坚

6月 8日，青海省召开 2020年深度贫困
地区脱贫攻坚现场推进会。据悉，为了能让
深度贫困地区的特色农畜产品走出去，青海
深入开展消费扶贫行动，充分发挥定点帮
扶、对口支援、东西部扶贫协作地区和单位
的优势，广泛发动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
参与购销活动，与电商平台密切合作，积极
拓展扶贫产品营销渠道和市场空间。近 3
年来，共完成销售 20亿元，有力推动了产业
增效、贫困群众增收。

6月 7日，拼多多启动消费扶贫专项行
动。“针对‘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推出
长效扶贫举措，持续强化流量扶持和资金补
贴。”拼多多联合创始人范洁真表示。2019
年拼多多农产品成交额达到 1364亿元人民
币，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农产品上行平台。

实践表明，农产品上行是推动消费扶
贫最有利的抓手。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
研究院 2020 年 4 月发布的《中国深度贫困
地区农产品电商报告》显示，在脱贫难度
大、任务重的深度贫困地区，大力推动农产
品电商发展，对于缓解农产品滞销、带动创
新创业、促进产业转型、实现互联互通等，
具有重要意义。

截至 2019 年底，拼多多平台注册地址
为国家级贫困县的商家数量达 36 万家，年
订单总额达 372.6亿元。其中，“三区三州”
深度贫困地区（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
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订
单总额达 47.97亿元，绝大部分成交订单为
农（副）产品。

从2月10日起，拼多多在全国率先开启
了“市县长当主播，农户多卖货”的电商助农
新模式。市县长直播为农产品代言，平台提
供全方位扶持，加速地方农产品销售恢复及
提升。截至5月31日，拼多多相关助农专区
和活动共计成交1.78亿单，卖出农副产品总
计超过10.5亿斤。

目前，拼多多市县长助农直播已超 120
场，覆盖湖北、陕西、新疆、广东、广西、云南、
湖南、吉林、内蒙古、安徽等 20多个省区，超
200位市县区主要负责人进入助农直播间带
货，共推动 110多个特色农产区产品加速对
接6亿消费者，帮扶农户超过40万户。

西宁副市长杨小民（右）在直播间推介青海藏区农特产品。

2018年初，农业农村部开始酝酿实施“农产品电
商出村工程”，引导各级地方政府与电商企业深入对
接合作，打破制约农产品电商发展的瓶颈。2019 年
12 月，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
务部印发了《关于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
程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为贯彻落实文件部署
要求，2020 年 5 月 6 日，农业农村部制定并印发《“互
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试点工作方案》（简称

《方案》），“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进入实质
性推进阶段。

《方案》充分贯彻落实《意见》的主要思路，优先遴
选100个县开展试点，计划到2021年底基本完成试点
建设任务。试点期内，引导各试点县紧紧抓住互联网
发展机遇，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探索更好地
发挥“互联网+”在推进农业全产业链高效协同和农产
品产业化运营中的作用，通过培育有较强竞争力的县
级农产品产业化运营主体，建立完善适应农产品网络
销售的供应链体系、运营服务体系和支撑保障体系，
实现优质特色农产品产销顺畅衔接、优质优价，显著
提升供给能力和供应效率，带动农民特别是小农户增
收就业、对接大市场。

试点期间，将着重从四个方面探索工程的建设机
制。试点期末，将组织各地总结成效显著的推进模式
和标准规范，为工程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提供可供借
鉴的案例和做法。

一是依托优势特色产业，打造优质特色农产品供
应链体系。遴选出的每个试点县将针对1-3种资源禀
赋优越、产业优势较强、有规模化种植（养殖）基础的
特色农产品开展试点，因地制宜、因产品而宜，探索打
造适应网络销售的农产品供应链体系。试点的农产
品包括新鲜果蔬、肉禽蛋类、粮油调味等，产品供给特
点、耐贮运性、加工适宜性、消费属性等迥异，各地的
产业化发展水平、组织化和规模化程度、品牌基础、产
品竞争优势也各不相同。试点期间，需要有针对性地
探索建立与产品特点、产业特征、产地特色相适应的
农产品供应链体系，统筹生产、加工、仓储、物流等组
织，及时调整优化产品结构和供给节奏，加强供应链
管理和品质把控，积极开拓线上线下市场，提高优质
特色农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

二是培育产业化运营主体，建立健全农产品网络
销售服务体系。工程主要是采用市场化机制进行推
进，《方案》鼓励电商等互联网企业根据自身业务，支
持地方开展试点工作，与符合条件的试点参与企业达
成合作的试点县，将优先选择纳入试点。《方案》要求
试点县依托试点参与企业及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
产业协会、信息进村入户运营商、电商企业等各类组
织，因地制宜建立健全县级农产品产业化运营主体，
作为“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的推进主体。随
着网络销售渠道不断拓宽，创新型营销模式层出不
穷，不同类型的企业面向农产品出村进城的不同环
节，开展专业化或综合化的服务，以各自不同的形式参与到网络销售服
务体系建设中。县级农产品产业化运营主体的建立机制、运营方式，与
农业产业链各环节的市场主体的联合方式，以及对小农户的带动方式与
利益联结机制，对农产品网络销售服务体系的建设成效，都将通过试点
进行系统的探索。

三是整合现有资源和政策，合力推进工程实施。实施“互联网+”农
产品出村进城工程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根据工程实施需要，在现有工作
基础上查缺补漏、改造提升。在基础设施方面，引导充分利用现有的标
准化种养殖基地、数字农业农村等项目，产地初加工等项目，以及农产品
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等，建设完善生产、加工、包装、仓储等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设施设备共建共享，提升产地农产品的商品化处
理。针对生鲜产品，推进建设全程冷链物流体系，推动县域内物流资源
整合，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降低物流成本。部门间要加强协调联
动，强化政策项目的协调配合，以县为单位，鼓励供销、邮政、电信等系统
和各方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推进农村站点以及基础设施、物流体系、网络
平台等软硬件的共建共享、互联互通，形成强大推进合力。

四是以大数据建设与应用为引领，助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
作为数字农业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
程试点还承载着助力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农村互联网新业态新模
式发展的探索性建设任务。农产品出村进城连接着农产品的产销两端，
覆盖农业全产业链的各个关键环节。试点期内，在电商等互联网企业的
深入参与下，建设县域优质特色农产品大数据并逐步开展应用，有利于
打通农业全产业链的信息流通节点，推动传统农业企业加快数字化转
型。建设好电商大数据与农业全产业链大数据，应用于提高农业生产智
能化、农产品经营网络化和供应链管理数字化水平，最终提升优质特色
农产品的供给效率，也是试点着力探索的重要内容。

□□ 本报记者 韩超

“宝宝们，我来啦！”“现在下
单，买它！”

6月 14日，在江西卫视《中国
村播大会》首场直播带货消费扶
贫活动现场，来自江西省、市、县
三级妇联的 12位主席和 8位扶贫
女书记，面对直播镜头对江西的
农特产品如数家珍，打起折来更
是“心狠手辣”，俨然一场“人气主
播”间的大秀。

据了解，《中国村播大会》是
由江西卫视融悦融媒体工作室
打造的一档以“扶贫助农”为目
标，以“选拔实战带货的优秀村
播”为核心的融媒体创新节目。
首场直播带货消费扶贫活动以
天猫 618 电商节大促为契机，通
过平台引流，助力农副产品“触
网”，打造“直播+电商+扶贫”的
创新模式，也是传统媒体与电商
平台融合，为脱贫攻坚注入新力
量、为好货插上翅膀、为消费者
保驾护航的新举措。活动还在
手机江西台、公共·农业频道、淘

宝直播同步直播。
本场直播首秀活动分为“娘

家人喊你来买货”和“赣品直播推
介日”两个环节。在“娘家人喊你
来买货”环节，来自省、市、县三级
妇联的 12 位主席同台直播，聚力
消费扶贫。8 位扶贫女书记也第
一次大屏直播首秀，力推来自“本
村”的优质农产品。

直播现场，南昌拌粉、莲花血
鸭、广昌莲子、浮梁茶叶、婺源黄
菊等78种极具江西地域特色的好
货让人垂涎欲滴，20位“农特产品
推荐官”为消费者提供精品“赣
货”的同时，还示范带动女企业
家、女创客、女能人活学活用直播
营销新模式，助力农村妇女实现
就地就近就业创业，增收致富。

活动期间，10 万盒南昌拌粉
瞬间销售一空，奉新贡米售出
1228 袋，酒糟鱼售出 2241 袋，南
酸枣糕售出 2577 袋……在村播
大会淘宝直播间，在线观看人数
达到 236 万，多个平台在线观看
人数累积超 400 万，总销量突破
9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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