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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电商 新农人

行业聚焦

电商助农

近年来，为拓宽农产品销售市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从江县充分发挥电子商务优势，突破信息和物流的瓶
颈，采用“支部+电商+农户”的运营模式，实现“消费品下乡”
和“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为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提供“一站
式服务”。目前，该县开通末端网点263个村级淘宝服务站，
预计2022年实现全县农村全覆盖。图为近日，从江县职校电
商代理点工作人员分发生鲜产品。 石宏辉 摄

青海乌兰县

特产上云端 村民带货忙
“大家看，这就是乌兰县的特产——‘小辣椒’枸杞。它的

鲜果就像小辣椒一样长，风干后嚼起来有丝丝回甜，有良好的
抗氧化、抗衰老功效……”

今年“五一”假期，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希
里沟镇东庄村村民义力雅可没闲着，收购枸杞、直播带货、快
递发货、售后服务……短短几天，销售额轻松突破30万元。

可就在几年前，义力雅经常蹲在地头，埋头发愁。家里有
120亩枸杞田，愁什么？义力雅望着收购车掀起的一溜烟尘土，
说：“当时收购价很低，中间商赚大头，有田挣不下钱，能不发愁？”

问题反映到县上，县里下真功夫。乌兰县枸杞、藜麦、羊
肉等土特产品质好，借助国家大力推进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示
范项目，他们抢抓机遇，从浙江邀请专业电子商务运营公司，
建设电子商务产业园，推动电商服务全县覆盖。

产业园开园，义力雅却高兴不起来，“咱文化程度低，供应
链、运营、配送、售后服务太复杂，想想就头大。”

“不会不怕，可以学。”产业园电商项目经理潘捷成说。
2017年6月，乌兰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第一期培训班开班，培训
内容涵盖电商基础理论、电商实操技能等。截至目前，培训班
共开展24期，累计培训3107人次。

2018年，乌兰县围绕农畜产品流通标准化、品牌化，开始
构建农畜产品追溯平台数据库，推动县域公共品牌“乌兰境
物”上线，逐步解决当地农产品“杂、乱、品质不一”的问题。

贾丰丰

□□ 李玥

5月31日，广东菠萝“走出去”线上
研讨会在广东广州举行。来自广东省
农业农村厅、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和中
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
所的多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广东农业
出口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的嘉宾齐
聚“云”上，为持续推动广东菠萝“走出
去”献计献策。

近年来，广东顺应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大力推动农产品出口，通
过举办徐闻菠萝、广东荔枝、遂溪火龙
果等广东农产品出口发车仪式出口活
动，进一步推动菠萝的出口。广东徐
闻县农业农村局数据显示，2020 年，
500 吨徐闻菠萝出口多个国家和地
区。但出口菠萝如何延长保鲜时间？
如何从全产业链角度做好菠萝等广东
特色农产品（菠萝）创新链产业链整
合，引领国际国内行业标准？这些问
题值得思考。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TC86/SC6
委员兼中方投票专家（仲恺农业工程
学院机电工程学院院长）丁力行说，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健
全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他
希望各方携手努力，通过构建菠萝品

牌与标准协作机制举措，积极参与菠
萝行业国家标准体系制订和修订，提
升菠萝出口全产业链“标准化”水平。

菠萝出口保鲜技术攻关是最关键
的一步，得到了各方嘉宾的关注。

浩樾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耿
虹建议推广提升高标准化的绿色栽培
种植技术，希望大家少使用化肥，推荐
使用有机肥，以利于保鲜和贮藏，降低
黑心病和果肉褐变的发生率。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
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谷会提醒，出口菠
萝保鲜要注意以下要点：七成熟时采
收、货柜提前降温、做好消毒和果柄防
腐处理、用泡沫网单果包装、做好冷库
预冷处理、货柜定期测温。他认为近
期广东徐闻菠萝首次以跨境电商 B2B
模式直接出口中东地区，到目前还能
维持好的品质，这是广东农业科技创
新尤其是保鲜技术能力的体现。

广东中荔农业集团公司副董事长
苏建胜认为，要提高菠萝运输保鲜和
贮藏时间，企业要平衡好菠萝远距离
运输过程中采收成熟度与储存时间的
问题，他也认同菠萝种植过程中要多
用有机肥少用化肥的观点，建议采摘
后及时预冷和熏库处理。

出口菠萝 IP形象设计和品牌打造
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近日，广东徐闻菠萝不仅发布国
际品牌标识，实现出口跨境电商“零突
破”，出口至中东地区，更有“菠萝的
海，香飘世界”海报亮相美国纽约时报
广场的巨幕荧屏，广东国际代言人海
报也于近期发布。

负责设计广东徐闻菠萝国际品牌
标识的广东菠萝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何
香凝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尧优生在会
上分享说：“我们把徐闻的首字母X和
W 露出到菠萝叶子上，并用一个飘带
的形象展示徐闻“一带一路”始发港之
一的文化内涵，最后再加上英文的中
国徐闻菠萝做了一个弧度设计，让菠
萝看起来像一艘出海的船，乘风破浪
去到海外的商超。”

据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的数据，
2021 年第一季度，徐闻菠萝产值达
8.41亿元，同比增长34%。这份成绩背
后 是 广 东 连 续 三 年 积 极 开 展 菠 萝

“12221”市场营销活动的努力。
徐闻县诺香园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陈如约说，在“12221”市场体系
的助力下，诺香园去年到今年已累计
出口菠萝400多吨，涉及日本、俄罗斯、
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今年下半年他
们将拓展俄罗斯市场为主，借助跨境
电商出口这一契机，力争实现菠萝累
计出口500吨以上目标。

跨境电商助广东菠萝“走出去”

小满节气后，山东
省郓城县郭屯镇魏楼
村的樱桃园内一派硕
果累累的景象，加上精
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抬阁”表演，吸引四面
八方的游客纷纷前来
采摘游览。近日，郓城
县商务局组织该县 10
名知名主播在该樱桃
园内“直播带货”，特邀
当地网红小姐妹一边
采摘、品尝，一边直播、
推介，引得众多游客、
网民纷纷点赞。
李瑞丽 车先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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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韩啸

河南南阳是医圣张仲景的故乡，也因“天然
药库”“世界艾乡”闻名遐迩。当地流传着“家有
三年艾，不求郎中来”的老话，发展“艾制品”的
历史是不少当地人信手拈来的故事。

从地头随处可见的“野草”，到保健品中的
“网红”，如今，电商风潮来袭，艾草产业的潜能
被再度挖掘。根据当地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
目前南阳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艾草基地，种植面
积超过24万亩，种植产值超过7.2亿元。同时，
全市艾草种植、加工、电商企业约3000家，电商
交易额超 80 亿元，达到全国市场 70%以上，悄
然成长为全国最大的艾制品电商产业带。

“以前做饲料喂猪的艾秆，现在加工成了
‘泡脚药包’，不仅网上热销，价格也翻了好几
倍，很多农民都跟着致富啦！”日前，南阳药益宝
艾草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栾迪告诉记者，这个
地道的“艾乡人”从去年开始将销售重心转移到
电商平台，目前日均能够达到1000单。

记者在探访中发现，“艾草触电”已成了有
趣的产业图景，众多“艾制品”商家正在“飞速筑
巢”各类电商平台，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有机
会体验到这种传统又现代的保健方式。

传统产业焕发新生

在南阳综合保税区的产业数据平台上可以
看到这样一组数据：从去年 4 月份至今年 3 月
份，南阳艾草产品通过电商平台的出口额增长
50%，艾灸条、艾灸贴、艾草足浴包等产品销往
80多个国家和地区。

国内电商平台、跨境电商纷纷崛起、下沉，
让不少艾草企业搭上了互联网快车。其中，南
阳仙草药业被认为是当地最先“触电”的企业，
2009年开通“诚信通”店铺入驻1688批发网，工
厂重心转至线上经营贴牌代工业务。到了去
年，这家企业已“化身”资深电商玩家：“2020年
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 200%，月均成交额 3000
多万元。”负责人宋鑫透露。最近两年，他相继
注册了“蕲大妈”“仙草艾”“妙艾堂”等养生品
牌，多款艾灸制品在电商平台登顶销量榜首。

尝到甜头的还有河南圣旺药业。2015年，

由于艾草线下生意不景气，他们开始试水电商。
“让我触动最大的是，做电商的那两年，各类线下
展销会订单不断减少，大家都养成了线上交易的
习惯；现在还有客户直播带货卖我们的产品，几
乎每天都卖三四万盒。”公司总经理宋秋燕提及

“触电”的事不胜唏嘘，她也一股脑儿在拼多多等
不同平台开起了共10家网店，月均销售额达到
四五百万元，比以往线下销售额高出近十倍。

闻着药香长大的宋秋燕出身“艾草世家”，
32 岁的她成了这项未竟事业的主心骨。“我们
每做一款保健类的产品，都要用心做到极致，才
能换来消费者的回购。”说起自家生产的艾草贴
剂，她底气十足。

目前,线上南阳艾草产品呈“百花齐放”的
态势，除了艾条、艾炷、艾灸盒等传统产品外，还
有艾灸仪、艾草精油、艾草贴、艾草热敷包等一
系列新品。

“端午节前后艾灸市场开始进入旺季，去
年端午节当月我们的产品在线上销售额超
1500 万元，今年消费回暖，预估这个月能到
2000 万元以上。”提起今年的“艾草季”，宋鑫
充满了期待。

新的产业生态正在形成

电商的到来，也催生了业态的创新。
做电商后，宋秋燕能够更加及时调整产品

的细节，消费者在平台留下的反馈意见，给了她
不断修改提升的动力。

“最开始都是古法熬制药膏，功效强，但用
后不易清洗。现在为了大家使用方便，能覆盖
更多人群，也为了便于电商销售，通过机械化流
水线的批量生产‘艾草贴剂’”。

“根据关节部位特别设计的，贴起来不会掉
且携带方便，成本也比较低，功效却没有丝毫折
扣。”宋秋燕介绍。

以前她一直觉得艾草贴会像普通膏药一
样，消费群体主要是中老年人；谁曾想在电商平
台上，年轻白领一族对这种既减缓疲劳、又使用
便捷的保健品热情甚高，尤其是在冬天，不少

“90 后”“00 后”都痴迷于这个“既保暖又保健”
的网红产品。

网购的火爆也倒逼很多像宋秋燕一样的

“工厂型商家”由“代工”转向“直供”。
栾迪认为这个过程很自然，“电商账期很

好，最多十几天就到账，没有风险；由于工厂直
供，平台运营成本也低，即使卖价实惠，利润还
是有保证。”

5月25日，拼多多“家乡好物直播”乡村产业
振兴计划首站落地南阳，河南省政协委员、高级
农艺师陈增喜和南阳药益宝公司董事长查洪付
两位“60后”，亲自上阵推荐家乡的艾草制品。

“我也不太会吆喝，只能给大家讲讲家乡的
艾草到底有多好。”在镜头面前，搞了十余年艾
草制品生产的查洪付有点腼腆，一旁前来助阵
的陈增喜则是如数家珍，为消费者详细分析艾
草的各种成分和对健康的益处，吸引全平台40
万消费者观看购买。

据悉，作为“家乡好物直播”乡村产业振兴
计划的全国第一站，将地方媒体、特色产业和平
台流量等资源聚集起来，推动南阳艾草电商产
业高质量发展是此行目的。该计划预计在未来
三年将覆盖超过100个涉农产业带。

从“移民村”到“电商村”

“下了这个坡就是以前的家了，耕地也都变成
水了。”在丹江口水库旁的淅川县九重镇桦栎扒移
民新兴社区，记者见到了臻草艾叶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永红。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南阳淅川县先
后动迁40万人，被冠以“中国水利移民第一县”；
而九重镇又因地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起点，
被称作“渠首”。作为移民大军中的一员，张永红
和不少村民一样，在搬迁时遭遇了对未来的迷茫。

“2011年中线工程二期动工我们就开始搬
了，当时都不知道以后做什么，后来不少朋友告
诉我，南阳的艾草做得非常好，很有前景。”张永
红说。

在外打拼多年，最不缺的就是闯劲和钻
劲。“第一年种下去光除草就花了几十万元，艾
草娇贵，‘怕旱又怕洪’，第二年地里都装了排水
设施，又打了深水井，产量和收益才上来。”

张永红种的艾草经过收割、晾晒之后，一部
分做成艾绒，一部分做足浴包，这些工作都由村
里的“移民”完成。从2018年起，他将自家艾草
初加工产品放到拼多多上销售，并自学摄影、修

图等技能，一人身兼运营、客服多职。
现在，张永红最大的梦想就是扩建加工厂

房，搞深加工，通过电商平台把自家品牌做起来。
除了移民村，在南阳市七里园乡达士营村，

大大小小坐落着几十余家艾草种植、加工企业，
其中年产值突破千万元以上的企业就有 7 家，
仅艾草产业一项全村产值便突破 2 亿元，解决
农民就业1000余人，彰显了“小艾草大产”的独
特魅力。同时，达士营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电
商村”，全村做艾草和农产品生意的电商店铺超
过162家。

尚需补齐品牌短板

南阳宛艾产业协会会长韦跃之介绍，南阳
艾草的产业链上承载着数十万农户的生计，一
亩地收益在三四千元左右，一年能收两到三茬；
去年全市艾草产值达到 120 亿元左右，并培育
了仙草药业、药益宝、绿莹艾草等产值破亿元的
大型企业。

“电商是一个窗口，从2019年至今，电商销
售额每年都呈百分之三十的数字递增。”在韦跃
之的蓝图里，南阳“世界艾香”蓝图初显，未来还
将大有作为。

牵头制定多项艾草技术标准的陈增喜有同
感：“2016 年政府就把中医药发展定为国家战
略，南阳是在两千年中医药文化的基础上推动艾
草产业现代化，要有‘星辰大海’一样的追求。”

目前，品牌化一直是当地艾草产业的隐痛，
过去大量工厂依靠代工生存，产业集中度不高，
导致家家搞产业，但始终缺少头部品牌。

而在三百公里外的湖北蕲春县，“蕲艾”已
成为当地一张响当当的名牌，每年产值增速超
过35%，预计到2025年蕲艾年将达300亿元，大
有“后来居上”之势。

陈增喜认为南阳艾制品产业最需要补齐的
短板就是品牌和标准。目前当地已分别和郑州
大学、河南省科学院等建立起产学研合作，从源
头上加速攻克艾草的品种选育、基因测序，并对
艾制品进行标准化分级，不断开发新产品。

“现在很多艾制品还没有‘国标’，可以先探
索制定电商平台上的艾草制品团体标准。”陈增
喜认为，这将推动南阳艾草行业的后续发展。

看医圣故里如何建成中国最大艾草基地和全国最大艾制品电商产业带——

牵手电商 南阳艾草传统产业也“时尚”

随着进入网络经济新时代，新疆疏
附县城乡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长足发
展，尤其是近几年电商经济的迅猛发展，
为疏附县优质农产品开辟了销售新通
道，为农民增收致富拓展了新空间。农
村电商从无到有，为广阔乡村架起了新
的交易平台，给越来越多的普通农民提
供了致富新渠道。

乌帕尔镇科克其村农民阿布都哈力
克·阿不都拉家有10亩樱桃，樱桃树正值
盛果期，经过他的精心管理，今年樱桃挂
果率很高，进入 6 月份后樱桃陆续成熟，
一家人正忙着在地里采摘、分拣和打包
红彤彤的樱桃。

“我们包装的这些樱桃，通过电商平
台销售到全国各地，以前樱桃就在本地
区卖，现在有了电子商务以后，可以卖到
全国各地，经济收入也提高了，生活也好
了，今年的樱桃收入我有信心能达到5万
元。”阿布都哈力克·阿不都拉说。

“我们近年来联合了京东、拼多多、
有赞以及我们自己的电商平台，与北京、
上海、广东、深圳等地渠道商对接，采取
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把疏附的产品跟
内地渠道商、线上的经销平台对接好，通
过订单农业的方式进行销售。”喀什中农
服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张已说。

为了适应新的农产品销售方式，疏附
县按照“企业主体、政府引导、统筹规划、
分步实施”的原则，在县、乡、村建立起了
三级电子商务网，在疏附县农村电子商务
公共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忙着在电脑上
下单，处理业务，直播间里主播们正在网
上直播推荐疏附的特色农产品。

“通过线上樱桃节，线上杏花节，还
有线上鲜杏销售节，同步把农业跟旅游
结合到一起，整体在线上推广。通过自
媒体做农业和旅游，让整个产品的产业
链进一步提升。”喀什中农服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运营总监张已说。

“近年来我们已经在全县 70 个村和
10个乡镇建立了80个电子商务服务站点，通过电子商务服务
站点，为本地的村民提供一些增值服务。”喀什中农服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东红说。

疏附县站敏乡古勒巴格村农民麦麦提亚森·麦麦提在
2018年参加了县上组织的电子商务培训，现在他不仅拥有了
自己的电商服务点，自己也从一个不懂电子商务的“小白”成
长为村里的网络“大咖”。

喀什疆果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近年来通过大力推介和电
商运作使得疏附优质农产品得到了内地消费者广泛认可，为
农户增产增收打下了良好基础，通过“电商+农户+基地”的模
式，2018 年实现了销售额 3200 万元，2019 年实现销售额 8500
万元，2020年销售额突破1.05个亿。

目前，疏附县已建成电子商务物流产业园区，将邮政、顺
丰、京东、天天及“四通一达”快递企业整合入驻至园区，配套
了2000多平米的仓储及2000平米的冷藏保鲜库，通过建设电
商物流园，为群众解决快递寄递“一站式”服务，通过县、乡、村
站点及物流体系的建设，将快递配送到各乡镇，给群众生活带
来了极大便利。 王安妮 赵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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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晶蓉

每年六月是云南葡萄大规模上市的季节，但在“90后”新农人刘
晏辰的葡萄园里，却还没有看到忙碌采摘的景象。“我们每串葡萄都要
达到9成熟，会比普遍产品晚15天采摘。”靠着对品质的追求，刘晏辰
的“阳光玫瑰”品种虽然比其他同类产品贵了20%，但还是供不应求。

作为一个地道的昆明姑娘，刘晏辰投身农业完全是受从事水果
批发的父亲的影响。小时候老爸开着吉普车带着她找产地的情景
至今都难以忘怀，当时云南大部分的水果产地都是连路都没通的

“荒地”，没几年那辆吉普车就报废了。
“我有时候会跟着一起去，虽然不懂爸爸在干什么，但其中的辛苦

是看在眼里的。”刘晏辰说。最后，父亲锁定云南弥勒一个干热河谷山
区乡镇——石头寨，用脚丈量了4000多亩的土地，然后决定扎根下来。

“石头寨最大的优点就是小气候好。这里属于干热河谷气候，
温差大，湿度不过高，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比较好，‘阳光玫瑰’长在这
里香气浓郁，在整个产区都是领先的。”刘晏辰介绍。

六年前，她从北京农学院毕业，正式加入上一代农人们的葡萄
种植事业。

刚开始大家信心满满。但农业的高风险和不确定，却让他们的
创业之路差点夭折——2014年的两次霜冻，让全年的努力全报废；
2015年的暴雨和连续干旱，果树几近覆灭……2020年，葡萄进入采
摘季之后又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开始是因为疫情防控找不到工
人，水果的运输受阻，有些果子挂在树上，熟了就掉一地。后来夏季
玫瑰阳光采摘高峰期，刚好遇到北京那边批发市场因为疫情封闭管
理，储存的货全部出不来。”刘晏辰说，为了支撑果园，家里卖掉了在
昆明的六套房子。

“虽然很苦，但团队合作伙伴一直和我们站在一起，家人也给予了
很多鼓励，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刘晏辰介绍，因为追求理想
化的种植，在创业过程中确实花了好多冤枉钱。但自己毕竟是专业出
身，多年深扎果园，随着对种植技术的学习和经验积累，已经慢慢总结
出一套符合当地小气候的种植管理方法，“所以一直很相信，在未来一
定能越来越好地把它做起来。也很感谢支持过我们的伙伴！”

2019 年 7 月，盒马昆明首店开业，采购总监周莉辉找到了刘晏
辰，提出一起种高出市场标准的“阳光玫瑰”青提。

作为近年来兴起的网红水果，市面上种植“阳光玫瑰”的供应商
众多，竞争激烈。不少种植户都爱提前采摘，提早上市赚取高利润。

但是平台将市场消费习惯反馈给刘晏辰：越晚上市，越熟的葡
萄，消费者满意度越高。于是她就给葡萄园定下三重标准：每一串
葡萄的最低糖度必须达到 18度，果枝必须从绿色变成棕色，香味必
须浓郁，才能采摘。

相比市面上只有7成熟的阳光玫瑰，刘晏辰种出的葡萄表皮绿中带
有淡黄色，起初也因有色差被平台多次拒收，但是经过反复磨合、沟通，刘晏辰的葡萄
还是用品质打动了收货人员，最终进入昆明的线上和线下门店销售。

为了提升葡萄的糖度，平台要求严格控制产量，每棵树上只能结果6-8串，避免了
糖分的分散。刘晏辰说，普通阳光玫瑰的亩产最高可达到4吨，而专供电商的基地只
有1吨左右。不追求产量而是死磕品质，让刘晏辰对生鲜电商的品质把控有了极大认
同。“这个账算下来，确实是一种亏本的做法。但随着阳光玫瑰的种植越来越多，高标
准、严要求这条路一定是能越走越宽的，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可我们。因为这样的
严苛要求种出来的水果，确实更甜、更脆、更香。”因为种植成本高，刘晏辰的阳光玫瑰
青提虽然比市场均价贵了20%，但在线上销售以来，销量火爆几乎没有差评。

目前，刘晏辰成立了山晒 Sun sharer品牌，通过电商直播等方式，几乎没花什
么营销成本就打响了知名度，并在电商平台成功吸引一批年轻人。刘晏辰表示：

“将通过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渠道，让更多人认识到我们的品质，并走进北上广等主
流市场，让好货能卖出好价格，让我们新农人看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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