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贵州省遵义市聚焦农业特色优势产业，采取“党支
部+农民专业合作社+电商+群众”方式，通过将农产品产销对接智
慧云平台，提供生产信息、销售渠道、订单需求等服务，并组织党员
干部开展网上直播带货活动。图为桐梓县黄莲乡基层党员在电商
主播间推介娄山方竹笋等土特产品。 李燕 赵先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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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聚焦

记者手记

地方实践

电商助农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韩啸

“6·18”的热乎劲儿刚过，记者跟着四川
省汉源县邮政局的车进了山：这段从汉源邮
政局到永利乡古路村的路大概有100公里，需
耗时 3个多小时，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大
渡河谷，头回来的人少不了几分忐忑。

面包车使尽了浑身解数才开进了村，邮
政代办员向开强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睡眼蒙
眬——他家也是邮局开设的代办点，承接着
快递分发到户的重任。老向伸着懒腰说：

“我还得坐上 800 多米的索道，从一座山到另
一座山，再走两公里才能到投放点。”

村民们业已习惯了老向的声音回荡在山
谷：这一天，他在最后核查收件信息后，扯着
嗓门喊，“李娟，你的包裹到咯！”

古路村位于雅安、乐山、凉山三地交界
处，曾是个“与世隔绝”的彝族村落。过去数
百年，村民们一直生活在海拔最高 1800 米的
大渡河峡谷绝壁之上，靠着树藤在近乎 90 度
的岩壁上攀登——为了进出村子他们各个

“身怀绝技”。
直到 2003 年，政府出钱、村民出力，在绝

壁上凿出了一条长约3公里、垂直高度近1000
米的“骡马道”，古路村才有了和外界交流的

“路”，前来走访的媒体人将这里描述为“天梯
彝寨”。后来到了 2018 年，古路村的索道架
通，邮局和“老向”们的快递业务才真正进了
村，以前出山、进山的“骡马道”要走六七个小
时，现在往返不到10分钟，有些村民还瞅准了
时机搞起了民宿。村子里似乎拨云见日了，
时代的微光终于撒了进来。

最近几年，村里像李娟这样的年轻人还
学会了使用互联网。每逢“6·18”这样的网络
促销活动，李娟总会淘点东西。今年买了烧
烤炉、吊床等不少有趣的什物，因为来农家乐
的客人都稀罕这些东西。久居深山的村民们
也都和李娟一样，因为电商的到来感受到了
互联网的便捷和快乐。

邮路通了 快递进村了

古路村北面、东面、南面均临绝壁深渊，

西面背靠200余米高的放马坪，奔流不息的大
渡河在南侧悬崖下蜿蜒东去。

过去，古路村的快递只送到永利乡邮政
代办所，代办员骑摩托车去皇木镇把包裹取
回，然后通知收件人。村民们下山、上山要花
上大半天的时间，还得付几十元车费。所以
快递对古路村民来说，怎么都“快不起来”。

2020 年下半年，汉源邮政陆续对县下各
条邮路进行优化，古路村村民向开强家中也
开起了村邮站，快递终于直接进了村。据汉
源县乌斯河镇马托村邮政代办员黄贵均介
绍，2019 年之前从汉源出发的干线邮车只到
镇上，如今直接送到悬崖上的古路村，是绝对
不敢想的事。

“以前站点的快递量很少，每天只收几个
包裹，现在一天收件量有六七百件，寄件的也
越来越多了。”黄贵均做邮政代办员已有十几
年，他亲眼见证了农村电商的发展。到古路
村的快递都在乌斯河镇马托村中转，黄贵均

每周一、三、五固定前往古路村送货，送到向
开强家后，再由老向送到村民手中。

年逾 60 的向开强曾是古路村小学的教
师，在当地颇有威望。退休后，他和老伴在家
开起了民宿，每逢节假日都有不少游客前来
体验“天梯彝寨”的险峻风景。去年汉源邮政
选择将村邮站设在他家，他当上了邮政代办
员，家里家外的事更多了。

“这两年村里的年轻人很喜欢网购，特别
是家里有奶娃的，经常在网上买尿不湿、玩
具，还有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也经常网购东
西寄回来。”说起谁家的快递包裹多，向开强
能列出来一长串名字，而他自己也学会了网
购，家里的灯泡、水管都是网上拼的单。他还
让女儿帮忙建了微信群，村里谁家来了包裹，
他就在群里发个信息，村民可以自己安排时
间取件，或按照约定把快递放在索道轿厢里，
收件人在索道另一头取。但更多时候，是向
开强自己坐着索道来去穿梭，把快递送到每

家每户。
古路索道对村民们免费开放，坐进里面

向下望去，比绝大多数景区里更能感受到险
峻和威严，峡谷里的劲风吹得轿厢轻微晃动，
身下几百米的大渡河在谷地奋力奔涌。

“悬崖村”也有了“奥特曼”

“6·18”电商促销前后，古路村的快递比
平时多一些。这天，向开强坐索道去古路村5
组送货，有2个快递都是年轻妈妈李娟的。

正在做饭的李娟背着未满周岁的女儿，
笑语盈盈：“辛苦你亲自来送哦，向老师。”

她接过包裹迫不及待地打开来看，在拼
多多上买的 50 根带着木头手柄的烧烤铁签，
还有“爆款”的电烤炉和吊床。他们家的民宿
一到周末和节假日就住得满满当当，而大山
里的烧烤几乎是每拨客人的必选内容：“过去
给客人们都是用炭火，但是夏天实在太热，所
以就在网上买了一个电烤炉，没想到试了一
下效果还挺好，这次就买了电烤炉和签子。”

“现在只要是法定节假日，营业额都可以
达到 1万多块，基本都是满房。”李娟说，她还
计划在网上买一些酒店用的时尚床单、被套，
把客房环境再提升一下。

“向老师，今天有没有我的包裹？”李娟的
邻居张燕闻声凑了过来，她一个人带着4岁的
儿子，老公在西昌打工，家里平时的吃穿用度
很大一部分来自网购。

张燕向记者展示了她的订单页面，翻了
好几屏都看不到头。“前阵子在网上给儿子买
了一个奥特曼玩具，他喜欢得不得了，以前我
们这边哪能买得到呀。”

实际上，随着古路村邮路的畅通和电商
的普及，村民们不仅能在网上买到各类商品，
土特产也多了些销售渠道。除了远近闻名的
汉源花椒，古路村的大山核桃、自制腊肉很受
客人们欢迎，尤其是一些来旅游过的客人一
传十、十传百，纷纷通过微信下单。汉源县邮
政负责人介绍，像“老向”这样的邮政代办点，
在不远的将来很有可能就成了农货收购点，
让老乡们的好产品顺着邮车来时的路，再奔
赴全国各地。

古路村曾经“与世隔绝”，村民进出村子要“身怀绝技”，取个快递要去乡里，花大半
天时间，如今——

邮政代办点开进“天梯彝寨”

□□ 洪放

“不需要自己跑路，家门口就有人来收货，省事方便。”近日，在
安徽省桐城市金神镇杨塘村，村民鲍时健用 2斤山芋粉丝、2斤萝
卜干、28个土鸡蛋，就在杨塘超市门口换得现金56元。

自从杨塘超市接入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服务点，村民可以
将自家的农产品在服务点直接销售。

“收上来的时蔬、干货、土鸡蛋等，我们会第一时间通过线上与
线下渠道进行分销，让城里人吃到地地道道的农家菜。”村级服务
站点的承办企业安徽农夫商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钱叶伍介
绍，作为本土电商企业，公司投资了1200万元自主研发网购平台，
打造“公司+农户+O2O平台+物流配送”线上销售体系，推动桐城
当地小农户对接大市场。

近年来，桐城市大力发展农村电商产业，印发了《电子商务进
农村实施办法》等文件，推动农村电商加速发展。日前，该市因“推
进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积极发展农村电商和产销对接成效明显”，
获得国务院督查激励。

2015年，桐城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上线运营，引进第三方公司建
立全省首个线上电商公共服务平台，全方位提供咨询、培训、设计、运
营服务，为培育本土电商主体创造有利条件。依托本地良好的产业
基础，引进京东、苏宁易购等知名电商平台，并精心打造电商特色馆，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集中展示推介桐城特色农产品。

安徽桐城：

线上平台直连中小农户

□□ 王俊岭

云南多肉种植户的直播间 3 个小时就收到了
5000 多份订单；满载猕猴桃的卡车从陕西武功县
密集发车；重庆山区某火锅商家一天销售额超 10
万元……今年“6·18”购物节开启后，西部地区特
产销售火爆，受到广泛关注。

日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发布
的《西部电商发展报告2021》显示：2020年，西部地区
开设网店的创业者人数增幅首次超越其他地区并领
跑全国；在物流上，2 年内东西部地区包裹运送的平
均时长缩短了 16 小时；云南、四川、陕西 3 个西部省
份，位列全国“新农人”主播数量前十行列。

报告提供的另一组数据显示，2020年，新“入淘”
创业者同比增幅排名前十中，西部地区占据9席。其
中，宁夏、云南、贵州、青海和甘肃位列全国前五。

具体来看，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和数字乡村发展
进入快车道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物流服务日益完善。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特别是电商基础设施的
建设，让西部偏远山区的优质农产品“出村进城”成
为可能。同时，各个平台积极主动将战略重心向乡
村倾斜，在数字化生产、数字化营销、数字化物流等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二是农村人才回流成为新趋势。如今，手机成
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数据成为“新农
资”，越来越多农村青年选择返乡就业创业，带回了
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思路，给乡村带来了生机和活
力。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农村劳动力返
乡创业就业步伐加速。

三是“绿色发展”理念外溢效应正在显现。电商
的发展，给贫困山区打开了通向外界的一扇窗。通
过供应链的完善，好货好品卖个好价成为可能。广
大消费者“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新鲜”的需求，让
西部山区里很多好商品有了更广阔的销售渠道。这
一过程中，直播新业态的深入人心，政府部门的积极
助推，让电商成为西部地区农民增收的重要平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
和林表示，以电商推动核心产业发展，正在成为西部
地区弥合与中、东部地区发展差距的有效“钥匙”。
同时，这也是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的新动力源。盘和
林认为，目前电商已经进入了“直播电商”阶段，特别
是随着 5G 应用的普及，低时延、高清晰度成为提升
买卖双方体验的重要方式，从而为西部地区电商乃
至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全新的空间。

“比如，很多人现在不用去农贸市场就能买到菜，这就是电商
高效率与普惠性的体现。电商可以扩大产品销售范围，提升消费
水平，带动固定资产投资，提高对外贸易水平，这对于西部地区乡
村振兴以及避免‘空心化’有着特殊的价值。”盘和林预计，随着越
来越多地区主动拥抱互联网，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和数字乡村的发
展将会走上更宽广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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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秋雨

日活跃直播账号 6000 余个，年销售额过千
万元，网红百余名，2020年全镇电商交易额65亿
元……在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的黄海边上，
有一座小镇在电商直播的浪潮中异军突起，探
出一条“支部+电商+产业”的富民新路。

“今天推荐我们海边非常家常的小菜，特
别地道的小海鲜——白蛤。非常鲜、壳薄肉
嫩……”直播间里，皮肤黝黑的张延喜给粉丝
们介绍说。

张延喜被村里人称作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出生在一个渔民家庭，他曾经靠出海捕鱼

为生，不仅收入不稳定，还冒着极大的生命危
险。2016 年左右，他尝试着将自己的渔村见闻
和吃播视频传到网上，没想到慢慢火了起来。
2018 年，“三子海鲜”在某视频平台已拥有粉丝
50多万人，销售额达1200万元。

海头镇是传统渔业大村，东临黄海，盛产各
种海鲜。如何发挥好当地的渔业优势，带领村
民致富，是村里一直思考的问题。借力电商直
播，各村党委反应迅速。

连云港赣榆区海头镇海前村党总支书记周
家新介绍：“一开始通过党员孵化，党员带头，最
先成立了一个 18 人的电商党支部，然后由电商
党支部牵头和这些村民、年轻人对接。”

在村里的鼓励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
电商直播的队伍中。在村里的党群服务中心，几
乎每天都有为村民们免费提供的特产讲解、直播
培训课程等。快手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快手上
的幸福乡村”报告显示，2018年，快手上播放量前
十乡镇中，赣榆区海头镇以播放量165亿次夺得
冠军。“第一波的网红都是原生态的渔民，随着直
播产业的发展，在外面打工、上班的，还有一部分
大学生群体返乡创业。”周家新说。

电商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吸引了海鲜供应商
王虎从南京回乡创业。“从2017年下半年到2020
年，这段时间应该说是拿货最多的。通过电商，
人均收入提升了好几个档次，而且形成了一种

效应，老百姓之间都在比谁家发货多，带着一种
干劲去做。”王虎说。

2020年，海头镇电商交易额达65亿元，并直
接带动约 2 万余名相关人员就业。为适应直播
电商的快速发展，当地积极为电商产业降成本、
优服务、增效益。提供共享厨房、共享直播间等
免费场地，引进集产品批发、配送、销售等一体
的电商直播全产业服务链条。海头镇电商办工
作人员、海前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许文洁表示：

“我们正在做的就是规范发展，提供相应的基础
设施，降低整个运营成本。我们快递的价格比
别的地方要低。线下的物流，不久也会建立海
鲜冷链物流中心，能满足日均20万件发货量。”

江苏赣榆:“小海鲜”直播撬动大产业

古路村村民李娟（左）和家人一起在网上挑选东西。 郝立艺 摄

2018年9月的一天，青年作家陈果在位于
北京中关村的一座高等学府里聆听讲座，内
容包括国际形势、中美贸易战、领导艺术，以
及传统文化中的智慧、理性和人文关怀等。
培训班上，专家们总会“一体两面”地阐释问
题——在宏大的国家命题背后，是当时还有
3000多万的农村贫困人口，600多个贫困村。
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脱贫攻坚动员
令，周期之长、层级之高、力度之强、动员之广
前所未有……这让陈果深受触动。

就在不久前，他刚刚探访了四川省雅安市
汉源县古路村，并一气呵成散文《古路飞歌》，
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那段时间，陈果一心要
把这个长期被人们冷落，10年前还人迹罕至、
刚刚用上电灯边远山村的故事讲出来。

在中关村大街的天桥上，他俯瞰着代表
了中国互联网产业的“村子”，原本“见证命运
逆转、环境蜕变”的兴奋之情，再次被复杂的
忧思所代替。这个汇聚了中国主要IT企业，
国内最早与互联网世界对接的窗口，反而让
他又一次感叹起古路村的命运来。

“此刻我遇到的是最具中国特色的 2 个
‘村’了。一个雄踞北方一个地处西南，一个
被高科技和现代文明高高托举，一个在兴家
立园的道路上负重前行。完整的中国是这2

个‘村’的融合体，但眼前的‘村’里人流如织，
如织人流对于远方的那个村无暇旁顾——而
且，这个‘村’里的多数人，其实来自另一个

‘村’。”陈果凝视着如织的人流感慨不已。
为了重新认识中国和中国乡村，陈果再

度来到古路村，开始了长达一年有余的深入
调研，他用双脚和赤诚的心丈量这片土地，创
作长篇报告文学《古路之路》，通过丰满的细
节描述和质朴的笔法，勾画出古路村从扯着
藤蔓攀岩到有了木梯钢梯，再到有了骡马道
和索道的嬗变历程，同时映射出国家在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非凡足迹。该书一上市就
引起不小轰动，成为四川省作协“万千百十工
程”重点创作作品，更一举入围2020年“中国
好书”榜单。

三年之后，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关于
“两个村”的隐喻如此魔幻。古路村不仅“通
了路”，摘掉了贫困的帽子，还像当年最早沐
浴互联网春风的中关村一样，开启了又一轮
的蜕变。

时至今日，发轫于中关村的中国互联网，
正通过“下沉逻辑”进一步影响着整个中国社
会的数字化演变，像古路村这样相对偏远的
农村，正在尽情分享信息科技快速发展的硕
果——以互联网为介质的文化生产、电子商

务、社交平台等正在深度嵌入中国大大小小
的乡村，曾经遥不可及的“数字鸿沟”就像横
断山脉与大渡河间的沟壑一样，被“骡马道”
和“索道”逐渐填平。

根据《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0年）》显示，
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网络和
4G网络，全国行政村通4G比例超过98%。这
意味着由历史原因造成的发展不均衡，导致的
互联网“接入鸿沟”在我国已基本消弭。

同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已累计
支持 1338 个县，实现对曾经 832 个国家级贫
困县的全覆盖，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由2014
年的1800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1.79万亿元。
互联网在广大农村不仅成为新的信息流通渠
道，更在乡村振兴的框架下释放出磅礴力量。

比如，农村电商催生了新的产业形态，把
农产品细碎单一的渠道对接广阔多元的大市
场，并倒逼生产端推进标准化、品牌化的系统
升级。“化整为零”的创业形式，不仅激活了滞
留在村里的劳动力，更让见过世面的打工者、
农二代返乡创业，“人”回来了，村子才有希
望。农村电商也告别了乡镇企业时代“村村
点火，户户冒烟”式的低水平工业，以零售和
配套产业为主，并且在和周边环境友好相处
的前提下，催生了不少废物再利用的典型案

例。由于把创业就业的门槛降到了最低，导
致农村闲散劳动力减少，年轻人体现价值的
机遇多了，自然带来了清朗和睦的乡风，现代
企业管理中的思想组织观念，悄然融入传统
道德秩序中。最后，农村电商的蓬勃兴起也
让不少基层政府的工作有了方向，从夯实物
流基础，到提供金融便利；从灵活办公用地，
到培养电商人才。工作有了抓手，不少农村
电商的创业者都成了乡村治理的排头兵。

像古路村一样，因为“邮路通”“网路通”，
最后“商路通”的例子不胜枚举。截至目前，
全国建设县级电商公共服务和物流配送中心
2000多个，村级电商服务站点超过13万个，示
范地区快递乡镇覆盖率近100%。“互联网+”
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试点已在 110 个县开
展。“村村直接通邮”任务提前一年多完成。
日前，农业农村部还与中国邮政集团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农产品流通、农村消
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智慧农业建设、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壮大、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建设等六方面重点领域展开合作，实现优势
互补、资源互通。

这些工作所造就的，是无数个“向开强”喜
笑颜开的双眸和奔波忙碌的背影；那股曾经吹
过中关村的暖风，也正拂过无数个“古路村”。

中关村的风拂过古路村
韩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