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彭红玲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丹丹

“每天产杭椒5000斤，主要运往周谷堆批发
市场，今天的这批杭椒刚刚拉走。”安徽省肥东
县牌坊乡民丰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许伟
喜笑颜开，今年合作社的杭椒又是大丰收。

广袤的田野上，一栋栋用镀锌钢管和无滴
长寿农膜建成的钢架大棚鳞次栉比，像一支支
受阅部队，傲然挺立在蓝天白云下，蔚为壮观。

“这里共有 112亩，76栋大棚。”许伟难掩自豪之
情。棚内，翠绿的杭椒挂满枝头，一派生机盎然
的景象，工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忙着采摘杭椒，
分拣、打包、装车。目前，他的合作社每天采摘
的工人大约有20人，都是家住附近的村民，平均
日工资 70元左右，加班另外计算，年人均增收 2
万元左右。

“我们的杭椒不愁卖，一年两季，每季平均上
市期为两个月，跟周谷堆市场签下订单，每天定量
300箱，剩下的由乡杭椒产业协会统一收购，运往
上海、杭州、南京等地销售。”许伟告诉记者。

“这里装车出发，24 小时之内就能抵达北

京，如果发往杭州，晚上出发第二天一早就能到
达。”安徽省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
地——肥东县荣建杭椒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张虎介绍道，他的杭椒种植面积达5000余亩。

杭椒在肥东已经有 30余年的种植历史，目
前，该县从事杭椒种植的农业企业达60多家，棚
室栽培面积 5万余亩，年产量达 12万吨，是全国
三大杭椒生产基地之一，产品畅销北京、上海、
武汉、南京、杭州等大中城市，产值近15亿元，带
动脱贫户 400多户 1500余人，人均增收近万元，
是该县乡村振兴的“大产业”。2020年入选“全
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1 号大棚室内温度 38.5 摄氏度，室内湿度
48%……”种植杭椒是门技术活，为了创造出杭
椒最适宜生长的温度、湿度、土壤状况等，农业
物联网系统在这里“大显身手”。

“我们坐在控制室里，就能清楚地了解大棚
内哪儿缺水、缺肥，然后直接通过农业物联网自
动控制管道施肥、浇水，既节省了人工成本，又
提高了杭椒产量。”肥东县翠竹家庭农场负责人
元运竹得意地说道。

随着杭椒产量的提高，杭椒保鲜期短，不能
长时间运输、市场不稳定等问题逐渐显现出来，
产品损耗大、品相不好、价格卖不上去，成了困
扰种植户的烦心事。据肥东县农业农村局负责
人介绍，该县投资2900多万元，在田间地头新建
95个蔬菜瓜果田头仓储保鲜冷库，建筑面积1.16
万平方米，容积约 3万立方米，采摘上来的杭椒
可直接送入冷库保鲜。积极加大农产品骨干冷
链物流园基地建设，安徽惠之园食品有限公司、
安徽谷之润食品有限公司等20家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建设冷藏、冷冻库10多万立方米，购置冷
藏车100余辆，形成了覆盖农产品生产、加工、运
输、储存、销售等环节的全程冷链物流体系，切
实改善农产品品质，灵活根据市场需求供货，促
进农民稳定增收。

“这是我们家的杭椒种植基地，品种齐全，
好上货……”走进该乡民新民族社区的肥东真
诚蔬菜种植合作社直播间内，本地网红主播正
在通过肥东严选直播平台，推介刚刚采摘的火
红的杭椒新品种。据肥东县商务局主要负责人
介绍，为了提高杭椒的销量，该县通过“电商直

播+基地直供”的方式，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方式、
带动农民增收，在牌坊乡、桥头集镇建成首批乡
镇直播基地并投入运营。通过火爆的电商直
播，杭椒摇身变为市民餐桌上的“网红爆品”，一
笔笔订单纷至沓来，“我 5月份入驻‘多多买菜’
电商平台，现在平均一天大概能卖1000多单，活
动期间一天最多能卖 5000多单，正常平均每天
线上销售额达8000元。”张虎高兴地说。通过线
上线下销售，今年上半年肥东杭椒的销售额已
经突破6亿元。

以椒为媒，以节会友，以会聚智，以节促销。
为了提高“肥东杭椒”的知名度，做大做强杭椒产
业，建成“牌坊杭椒”特色农产品优势区，肥东县连
续两年举办以“包公故里 肥东杭椒”为主题的杭
椒节，面向全国观众进行现场直播。邀请专家召
开杭椒产业发展交流论坛、产销对接会，围绕杭椒
产业的发展、生产经营、电商销售渠道及如何产销
对接等方面给杭椒种植户传经送宝、剖析难点、启
发思路，全面提高杭椒种植户的生产技术和管理
水平，拓宽销售渠道，为肥东杭椒规模化生产、品
牌化发展贡献智慧。

“直播+直供”肥东杭椒成“网红”地方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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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助农

新电商 新农人行业聚焦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韩啸

“汪洋万顷青于靛，小屿珊瑚列画屏”。
郭沫若笔下的黄海明珠——辽宁大连石城岛
一直就是海之天险，也可谓山城之要塞。

这个近万人生活着的小岛上，有北漂归
来的“90后”创业小夫妻，有像黑脸琵鹭一样
春来秋往的台湾商人，有出海作业的渔民和
海鲜店女老板，当然，只要轮渡不停，更少不
了那些日复一日带着快递上岛的物流公司职
员的身影。

这座小岛虽与陆地割离，却也受到了外
部世界快速发展的影响，时间久了，岛上的人
们也都成了发展大潮中的一朵朵浪花。

“自媒体+民宿”让年轻人返岛创业

每一个黎明，32岁的张维鹏都是被鸟儿唤
醒，然后就在自己经营的石城岛南海一品度假
村忙碌起来。打扫院落、修剪花枝，摆弄厨房
里的粮食和蔬菜，以及迎接一批批的游客。

他时不时地关注着手机里的天气信息，
因为海上的风力经常超过八级，渡船一停航
往返的客人只能“望洋兴叹”。

这是张维鹏回到家乡石城岛的第七年。
他在 14岁时独自离开海岛去庄河市读书，然
后越走越远，先后到了鞍山和北京读书，又因
工作原因游历各地。“大城市挺好的，但就是
惦记家乡带着海盐味儿的风，香甜的虾酱，还
有越来越需要自己的父母。”

2014年，张维鹏回到了石城岛，他和妻子
赵倩的选择是在岛上开一个度假民宿，“我们
的民宿虽然不大，却可以成为一个窗口，帮我
们梳理思绪，看到整个乡村的发展变化。”现
在的石城岛上已经有大大小小的民宿70家左
右，在清爽夏日静候四方来客。

民宿开门迎客的2015年正是自媒体的兴
起之年，夫妻俩在那个时候养成了拿着DV走
走拍拍的习惯，记录下海岛的点滴变化和美
好。拍摄是表达方式，也是思考方式：昔日的
庄河港成了通航不再受制于潮汐的万吨深水
大港，民宿门前的水泥路换成了平坦的柏油
路，岛上居民能“下单”全国各地的特色食材，
客人吃着自己赶海挖回的贝类海鲜，夜空下
绽放的烟花让孩子们笑开了花……一个个短

片被上传到微信、抖音等平台，获赞无数，无
形中成了石城岛的新名片。

与张维鹏民宿一墙之隔的是一家台湾风
格的小饭店，餐饮主打不是海鲜而是正宗的
台湾菜品，小黑板上“卤肉饭”被做了大大的
标注。老板杨力衡来自台湾，他像海岛上的
珍稀物种黑脸琵鹭一样春来秋往。“黑脸琵鹭
在我们那边非常有名，全球可能不到5000只，
台南是黑脸琵鹭的固定越冬地，想不到繁殖
地竟然在这里。”杨力衡分享他第一次来到石
城岛时的感受，觉得缘分实在妙不可言。

杨力衡推出的招牌卤肉饭等特色台湾美
食，是他的乡愁。以前，他总是会从台湾大包
小包地带着各种食材进岛，这慢慢成了一件
让他发愁的事，现在很多电商都成熟了，“需
要什么新鲜食材、日常用品，都可以直接送到
岛上来，太方便了！”

生鲜电商让岛民吃上“一元芸豆”

快递进岛到家，让赵倩在千里之外也能
吃到家乡味道了。她经常在电商平台购买山
东大煎饼和干豆腐。2020年底，拼多多的生
鲜业务“多多买菜”也开进了岛，这让赵倩的

美食清单又多了不少新的选择。仅 6月 29日
这一天，她就收到了22样商品：从青椒、黄瓜、
丹东铁柿子到柠檬、蓝莓、海南的火龙果，满
满两大兜子，“因为新鲜、便宜又方便啊。”

在岛上“中心区”居住的邹玲也经常网
购，给孩子买衣服和零食，“孩子越来越挑食，
土生土长的海岛人居然不爱吃海货了。”邹玲
抱怨，她一直一个人带孩子，经营着一家海鲜
专营店，每天都是精打细算过日子。自从生
鲜电商进了岛，邹玲顿时觉得日子轻松了不
少，“岛上的芸豆要卖 3 块钱，团购才一块多
钱。基本上能便宜一半。”

她现在每天盼着休渔期过去，“以前我都
是去渔船上抢购海货，然后卖给周围的人，要
么就是卖给上岛的游客，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
钱。这两年岛上的物流可以寄快递了，我的海
货已经能卖到大陆上去了，基本上顾客们头天
下单第三天就能上桌开吃，大家现在都知道我
们石城岛的海鲜好吃了，成了品牌了！”

物流“姜老板”的“架桥业务”

快递到家、海货出岛，也带来了四面八方
的关注和五湖四海的朋友。日子越过越好，

做物流的姜福翀既是见证者，也是最重要的
参与者。

姜福翀生于1978年，体格健硕、面目黝黑、
脸上总挂着笑，一张嘴就是“海蛎子味”的当地
话，典型的海岛人形象。虽然是长海县人，但
对石城岛来说并不算外乡。2017年，做水产养
殖的姜福翀谋求转型，在岛上开起了物流公
司。“像石城岛、王家岛这样的海岛，岛民购物
很不方便，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出一点改
变，在两个海岛和陆地之间搭起一座‘桥’”。

6月26日早上6点多，姜福翀的手机收到
了气象台六个短信提醒，通知海风级数的时刻
变化，因为一旦风力超过八级，轮渡就要停航，
快递就进不到岛上。“一会说风力超过八级，一
会又说降到了七级。”姜福翀的心情就像过山
车，庆幸的是，那一天的渡轮顺利通航。

每收到一个短信，姜福翀就会第一时间
发到他的各个微信群里，那里面有石城岛和
七八海里外的王家岛的所有客户，10个群加
起来有近4000人。他说，及时通知配送情况，
让大家有个心理准备，这也是他的基本职责。

2017 年以前，虽然庄河港到石城岛和王
家岛之间的轮渡班次增加了不少，但始终没
有专门做货物运输配送企业，普通居民的快
递一直很难送到岛上，网购的“最后一公里”
始终没有打通。

创业之初非常艰难，有时候送货车还会
空跑，船票打了水漂。但姜福翀坚持住了，挺
过四个月后，岛里物流渐渐拥有了良好口碑，
自己的业务终于“扭亏为盈”。

慢慢地，越来越多的快递从全国各地漂
洋过海登上岛来，尤其是去年底“多多买菜”
进岛后，岛里物流在庄河的分拣大厅里经常
摆满了各种蔬菜水果、饮料牛奶，甚至还有开
着花的小盆栽。最多的时候，姜福翀一天要
安排工人往岛上投递超过5000单。

“挺自豪的吧，我做到了！”坚持了4年，姜
福翀对当下自己的工作成绩挺满意，现在他
正在琢磨，怎么把岛上这些稀罕的“特产”“海
鲜”通过互联网卖到全国各地。

“十四五”开局，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之
年，许许多多如石城岛、悬崖村一样的偏远之
地，正在不断涌现的各式各样新农人和农村
电商的共同带动之下，融入蓬勃发展的时代
浪潮里，欣欣向荣。

小岛上来了“买菜业务”

姜福翀每天都会关心天气，确保将岛民快递准时送达。 沈晓凯 摄

日前，湖南宁远电子商务第五期技能培训班在柏家坪镇坝子
头村圆满结业，50余名村民参加结业考试。

今年以来，该县积极开展电子商务培训，围绕短视频拍摄、抖音
快手直播及平台运营创作展开，主要以视频制作、短视频运营的相关
知识为主，采取理论教学、现场演练等教学方式，帮助村民系统掌握
直播电商的相关技能和知识，切实拓宽村民销售渠道，带动村民增收
致富，加快电子商务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的步伐。 骆力军 摄

□□ 王俊岭

7月 26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
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农
村地区快递的收投量已超200亿件，较去年同期
增长30%以上。完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将有助
于进一步满足广大农民对更高标准、更多种类
的寄递服务需求，充分发挥邮政快递业在服务
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快递进村”成效初显

健全县、乡、村寄递服务体系，补齐农村寄
递物流基础设施短板，更好满足农村生产生活
和消费升级需求，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
要求。近年来，我国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取
得了三方面新突破：

在网络组织上已具备一定基础。邮政网络
方面，全国建制村已实现直接通邮；快递网络方
面，通过实施“快递下乡”工程，主要快递企业已
实现县级区域全覆盖，乡镇网点覆盖率接近
98%。在此基础上，2020年，国家邮政局深入推
进“快递进村”工程，推动快递企业下沉网络，增
加服务供给，提升了建制村快递的通达率。

在发展路径上已形成基本模式。目前，农
村快递进村已形成邮快合作、快快合作、驻村
设点、快交合作、快商合作等模式。在进村的
过程中，不少村委会、便利店也有效承接了快
递代收功能，方便了农村群众在家门口收发
快件。

在服务农业上已取得初步成效。在完善农
村寄递网络的同时，邮政部门积极推动寄递企
业发挥双向流通作用，让“消费者进得来，农产
品出得去”。2020年，全国快递服务现代农业项
目超过 100万件的已有 260个，包括广西玉林的
百香果、陕西宝鸡的猕猴桃、湖北宜昌的脐橙等
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优势农产品，有力促进了
当地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持续打通“最后一公里”

针对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国家邮政局市
场监管司司长金京华表示，在西部地区以及东
中部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应注重发挥邮政企
业和交通运输企业的网络优势，调动各类社会
资源参与，先解决“最后一公里”通不通的问
题。“由于农村地区经营成本高、收入少，这些地
区的农村快递企业大多营利能力不足，很难依

靠自身力量实现进村，需要各级地方政府帮一
把、扶一把。”

“目前每天全国快递包裹量已超 3亿件，其
中1/3在农村地区，也就是说，农村每天有1亿件
包裹。”陈凯说，随着国家邮政局实施“进村、进
厂、出海”三项工程，寄递服务体系覆盖范围得
到了大幅拓展，干线的衔接日趋高效顺畅，末端
的服务持续创新多元，国际邮件快件进出境的
通道更加便捷和畅通。

商务部流通发展司负责人李刚表示，2014
年以来，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累计支持建设县
级物流配送中心 1100多个，乡村电商快递服务
站点 14.6 万个，推动农村物流快递与电商协同
发展，促进“网货寄进来、山货卖出去”，努力让
农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与城里人一样的消
费便利。

李刚说，当前，农村物流还存在一些短板，比
如物流设施网点不足、资源整合不够、配送成本高
等。针对这些问题，“十四五”时期，商务部将会同
有关部门，深入实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把农村
物流配送体系与完善农村商贸流通体系、促进农
村消费更加紧密结合，推动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
进城，促进城乡生产与消费有效对接。

释放乡村振兴潜力

畅通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归根到底在于释
放农村生产及消费潜力，促进乡村振兴。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负责人陈勇介绍，
2019年底，农业农村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商
务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
城工程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强农产品物流体系等
10项重点任务。一年多来，农业农村部扎实推进
工程建设，择优遴选了110个试点县开展试点，创
新运用市场化机制，公开遴选94家企业参与试点
建设，帮助试点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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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目前看，工程实施效果良好，2020年全
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 5750 亿元，同比增长
37.9%，832 个国家级贫困县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总额达 3014亿元，同比增长 26%。”陈勇举例说，
试点县安徽砀山是酥梨的主产区，通过工程实
施，当地企业与电商企业、物流企业等深度合
作，发挥互联网销售短平快的优势，依托完善的
农村寄递物流体系，解决了酥梨不易保鲜、成熟
期集中的问题，实现“今天在树上、明天在路上、
后天在餐桌上”。

上半年，农村地区快递收投量超200亿件，同比增长30%以上——

农村寄递物流体系更通畅

与台风赛跑 皋泄村果蔬“抢”上市

“这下好了，西瓜不会烂在地里了。”7月 22日 13时，浙江定海
白泉镇皋泄村村民王成足抢收的1200斤西瓜有了销路。随着强台
风“烟花”步步逼近，皋泄村党委联合定海区农合联开展了一场与
台风赛跑的爱心助农活动。

“眼下农户们正在抢收果蔬，我们打算借助‘海山农汇’电商平
台，帮大家解决台风天果蔬滞销的难题。”皋泄村党委副书记舒军
杰一边说一边忙着跟工作人员一起将当天从农户那里收来的3000
斤西瓜称重、装车，送往定海的各个自提点。

今年 66 岁的王成足以务农为生，每年夏天靠卖西瓜贴补生
活。王成足告诉笔者，西瓜种植靠天吃饭，2019年台风“米娜”期间
整片瓜田被水淹的情景，他记忆犹新。

“今年我能收 5000 斤西瓜，台风要来了，我正在愁怎么办才
好。没想到村里主动联系我说要帮忙卖西瓜，西瓜一收去就把钱
给我了。”王成足说。

和王成足一样，皋泄村从事果蔬种植的老人不在少数。皋泄
村党委排摸统计后，在村里设立了3个果蔬收购点，“除了西瓜，我
们也收购桃子，还有南瓜、玉米、茄子等十余种蔬菜。为了打消农
户顾虑，果蔬一经收购、称重，先由我们垫付费用，再统一跟平台结
算。”舒军杰告诉笔者，截至目前，皋泄村党委已帮助农户销售西瓜
近6000斤、桃子2000余斤。

得知皋泄村的这场助农活动后，舟山市多家爱心单位纷纷伸
出援手。有一家爱心单位一次性就收购了1000斤西瓜。定海区农
合联依托有关单位，在全区设立多个临时果蔬自提点，方便爱心人
士第一时间就近取货。 乐佳泉

“多亏朱书记联系电商帮忙，我家的土鸡、土鸡
蛋、干菜才销得这么快，收入比以前高多了！”近日，
看着年轻的书记帮助推销自家的土鸡和干菜，湖南
张家界市慈利县金岩土家族乡乐园新村60多岁的李
奶奶满脸笑意。

她口中的“朱书记”是慈利县乐园新村新当选
的村支部书记朱成立，以前他是帮村民们销售特
色农产品的电商达人，如今他的身份里还多了个

“书记”。
“大学毕业后先是在深圳一家企业从事软件开

发，2019年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我就选择了返乡创
业，刚回来时也不晓得选择什么项目。”谈起往事，朱
成立打开了话匣子。“后来觉得电子商务有前景，就
创立了‘土家妈妈’电商服务站，2020年又加入了乐
园新村电子商务服务站，通过直播等方式带货，不仅
为家乡农产品拓宽了销售渠道，也为自己带来稳定
的收入。”

“以前我只是从事电商工作，现在要感谢村民
们让我成为乡村振兴的‘领路人’，通过与村支委的
几名同志多次商议，今后几年我们将结合电商产业
打造适合本村特点的特色经济。”朱成立满怀信心
地说道。

与朱成立类似，甘堰土家族乡甘堰村新当选的
党支部书记杨年波也曾是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的一
名负责人，杨年波对笔者说，由于受交通等诸多因素
的影响，村民的一些农产品难以顺畅销售，是电商入
村让他看到了曙光。

2018年，杨年波成为农村电子商务甘堰村服务
站负责人，他帮助村里的脱贫户向灼堂将自产的腊
肉、米酒、土鸡蛋等通过当地的“十里团”电商平台销
售，不仅销路好，效益也高，也调动起了向灼堂发展
养殖业的积极性。如今，全村有 65户 245人像向灼
堂这样的村民把自家生产的“土货”通过电商销售，
人均年增收800元以上。

慈利县中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全国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承办企业，负责人莫洪军介绍
说，公司自成立以来，采用“互联网+农产品+村点”
的现代化营销理念，铺设乡镇村级电商服务站与农
村市场对接，通过自建物流体系及电子商务平台让
农产品外销，基于电商服务站点运营，让老百姓充分
享受良好的电商服务体验，又能在平台挣到钱。

莫洪军欣喜地说，像朱成立、杨年波这样的农村
草根电商达人，在慈利县还有不少。虽然他们看起
来不像“网红大V”动辄千万的流量、上亿元的成交
量，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已有4位曾经的“电商
达人”当选为村支部书记，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活力。

全江玲 黄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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