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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助农

地方实践

行业聚焦

新电商 新农人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韩啸

作为一个钟爱芒果的人，郑鹏飞找到了
一份理想工作。

因为疫情导致的交通不便，他的海外婚
礼策划公司陷入绝境。为了生存下去，他决
定带着自己的团队转型。因为太喜欢吃水
果，尤其是芒果，他决定彻底放弃原来的工
作，当一个卖芒果的电商。

为了优化供应链，他跑遍了全国大大小
小的芒果产区。从广西百色的右江河谷，到
海南的三亚，再到四川攀枝花，尝遍了全国数
十种芒果品种，在追逐芒果的这一年中，他也
找到了新的生活意义。

停不下的“寻芒”之旅

六月，郑鹏飞从北京出发，驱车前往2000
公里以外的芒果之乡广西百色。在那里，贵
妃芒刚刚上市，新世纪芒、金煌芒、红象牙芒、
桂七芒也即将成熟。

吃到第100个芒果的时候，他终于有了一
个百色人的味觉修养。

他说，在百色的田东县吃一口桂七芒，才
知道芒果能这么好吃。“有很浓的果香味，吃
起来口感比较糯和有嚼劲，甜度又适中，吃完
后唇齿间会有淡淡的青草味。有一种大自然
的味道。”

仅仅是往北再走一点，到了另一个著名
的芒果之乡田阳县，味道也会有一些不同。

“不一样之处主要在于口感的‘后劲’。田
东的芒果吃起来更醇厚，芒果香更浓郁，留
香也更久。”

钟爱芒果的郑鹏飞很幸运。桂七是广西
种植的芒果品种中比较特别的一个。在移动
互联网时代，尽管人们可以吃到来自全国各
地的应季水果，但对于广西以外的人，桂七芒
仍然是难得的品种。

因为口感特殊，不是所有人都爱吃，所以
产量并不多。通常在两广之间就把每年收下
的桂七芒消化完了，并不轻易运往其他地方。

一个月后，郑鹏飞如愿品尝了广西百色
市几乎每一个县城和每个镇的芒果。在那
里，他学会了当地关于芒果的许多吃法，“青
芒果可以切成小片沾辣椒粉，没有完全成熟
的果子还会用来腌制泡菜。”

但田东的桂七芒依然占据了他心目中的
第一位。出了田东，哪怕是在两县交界处，芒
果的口感、形状和色泽都不一样。他把那些
好吃的芒果品种和出产的村子都记录下来，
好作为日后的供应商。

接下来的一站是海南。
在三亚一座种满芒果的山上，郑鹏飞没

有手机信号，他只好扯着嗓子和同伴互动，朋
友在山的那一边也大声回应着他。他们都被
对方逗笑了。

海南岛常夏无冬，种植芒果的历史悠久，
是中国芒果主要产区之一。中国芒果集中在
广西、广东、海南、福建南部、云南偏南部以及
四川攀枝花地区，区域间协调可以实现全年产
出供应。最早上市的芒果产地是海南，从1月
份一直到5月份。5月份到8月初的主要产地
在广西，四川攀枝花的芒果季则是8月到10月。

郑鹏飞的这趟旅程，就是希望趁每个区域
芒果成熟的时段，找到当地最好吃的芒果品种
和产地，在自己店铺里实现芒果的全年供应，
从而保证每个月份的芒果口感都是最佳的。

不凑巧的是，来到海南的时候芒果季已
经过去了。郑鹏飞立刻前往攀枝花，希望赶
在8月攀枝花的芒果上市季之前，找到那里最
有名的芒果。

他找到了。四川攀枝花市最有特色的
芒果叫作椰香芒，因有淡淡的椰子香而得
名。因为口感特别、挂果率低、价格不菲，
被称作芒果中的“爱马仕”，是芒果爱好者
的宝藏品种。

过去一年，为了寻找芒果，郑鹏飞去过全
国芒果产区最远最深的山间。现在的他能分
辨同一产区因为不同山头光照和水土的不
同，芒果口味的变化。“比如山里的往往比田
间的芒果好吃，虽然后者看起来个头更大，也
更漂亮。”

他享受寻找芒果的过程。几乎每一天，
他都要吃下至少4-5个不同品种的芒果，他也
得以跑遍了南方，满足了自己偏爱芒果的味
蕾，也看遍了沿途最好的风景。

新起点是做水果电商

寻找芒果之前，郑鹏飞拥有一家婚庆公司，
在北京最繁华的国贸商圈，为新人们策划浪漫
的西式婚礼，地点通常是在国外的度假胜地。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把一切都改变

了。因为无法去国外举办婚礼，很多新人退
款，也没有新订单。每月的店租、员工工资等
仍需支出，郑鹏飞的公司很快就陷入了困境。

于是，他只好选择重新出发。疫情期间，
衣食住行都受限，电商成了不少创业者的选
择。为什么是水果？答案很简单：“因为爱吃
水果，非常爱吃芒果。”每当看到不同的芒果
品种，郑鹏飞都有想尝试的心情，有时看到长
相特殊的芒果，也不忘拍照纪念一下。

最初，他在朋友圈试着卖亲戚家的樱
桃，每天有几十个订单，这才有了转型做水
果电商的灵感。但水果电商和婚庆公司是
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郑鹏飞必须要经历转
型阵痛期。

和过去从事婚庆行业不同，郑鹏飞的客
户从服务敏感人群变成了价格敏感人群。为
了能至少把售价调整到市场中下层的水平，
从包装的耗材到纸箱，每一环都要去仔细打
磨成本，一点一点“抠”价格。

由于缺乏经验，在网上寻找供应商时，也
经常遇到不诚信的卖家。“说好今天发货，要
过好几天才能看到物流”，有时发来的果子和
最初谈好的标准也完全不同。

他这才下决心要跑遍芒果的供应产地。
有时，收果的山头太远，车辆进不去，郑鹏飞要
负责把芒果从果农家中拉出来。每个芒果产
地都有最远最偏的山头，去云南产区的时候全
程没有高速，一路都是沿着悬崖峭壁而建的国
道。白天进山，晚上又通宵搬运果子下山。

确定了供应链后，销售也是个难题。
郑鹏飞最终选择了拼多多，因为这里支

持的农产品门类相比更加丰富，而且虽然一
开始订单量不多，日销量只有十来单、几十
单，但随着对平台规则越来越熟悉，订单量也
翻倍增长。“我记得去年 6月 6日我抵达百色，
到 10号左右，一天的订单就有 500多单，没过
几天，就增长到1000多单，这对我的信心是一

个极大地提升。”
这个以农产品起家的平台，已经逐渐摸

索出了农产品批量上行的模式和算法。郑鹏
飞逐渐学会了以商品流运营的方式，精准匹
配到喜欢芒果的消费者，还学会了根据不同
的收货地址，来分配不同熟度的芒果；并逐渐
掌握了一套完整的“芒果成熟度”知识普及，
以解答北方消费者们的好奇“为什么芒果收
到后还是绿的？”

截至 2021 年 7 月，作为一个水果电商新
人，郑鹏飞的芒必达水果店今年以来累计销
量约1300万斤，日订单稳定在2万单以上。团
队也由最初3人迅速扩张到40人。

助农才是根本

今年是芒果的丰收年，广西百色的芒果
产量达到90万吨以上。郑鹏飞的芒果供应也
因此有了保障。

但事实上，每年到了四月，百色的果农们
都会失眠好几天。

百色右江河谷是中国四大干热谷之一，
这里的土壤土层深厚、肥沃、耕性好；加上属
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冬春少雨，春季回暖
快，非常适宜芒果种植。但春季多雨，四月经
常下冰雹，一旦遇上持续的冰雹天气，生长中
的果子就会被打烂，当地的果农说，严重的时
候，整片山的芒果都不能要了。

等到芒果的成熟期，夏天也到来了，大热
天里，果农需要除草、修枝、摘果子，中暑是常
事。因为收成不稳定，加上种植芒果的辛苦，
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留在家里经营果园，留
在家里的果农以老人居多。

可老人们不懂电商，不知道怎么把那些
成熟的果子销售出去，在滞销的年份，通常会
拉着三轮车去就近的市场上售卖果子。

第一次去百色，他的团队也遇到一家果
农，果子质量很好，但因为地理位置不好，路
况差，没有人进来收芒果。眼看就要烂在地
里。郑鹏飞和他的团队主动进山收，山路不
好走，就请当地的“爬坡王”们进山搬果子。

同样的故事还有很多。那时，郑鹏飞去
陕西开拓苹果的供应链，打算丰富店内的水
果品种，遇到一位70多岁、独自打理家中果园
的老人，“她的苹果质量很好，果园也打理得
很漂亮。但是因为没有销路，只能自己推车
去市场上卖。”郑鹏飞决定，要帮老人把剩下
的苹果都卖出去。借助新电商平台，他很快
兑现了这个承诺。

后来，郑鹏飞决定开一个专门的扶农店
铺，把自己的利润压低来帮助更多的果农。
郑鹏飞说，虽然做水果电商以来，比过去做婚
礼策划累得多，但他找到了这份工作更多的
意义，并不想再回到原来。他希望能够发挥
自己的力量，帮忙解决很多果农销售难的问
题，也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

从婚庆策划到水果电商，从尝遍天下的“寻芒者”到日订单超2万单的销售达人，他

加盟拼多多希望帮助更多果农解决卖果难——

郑鹏飞：追着芒果“飞翔”

广西百色田东县的芒果种植户们在进行芒果采摘和挑选。 何淞荧 摄

□□ 邹多为 王雨萧

日前，位于贵州省赤水市天台镇的红赤水
食品园区一片漆黑，已连续工作 17 个小时的

“90后”祁登益，在凌晨才回到工厂附近的家。
身为赤水市情乡源生态食品有限公司董

事长的他，之前从未想过，一方屏幕能给自己
的“腊制品”创业之路带来巨大改变。

2019年初，祁登益首次“触电”直播带货：
库房里架起一部手机，站在前面自言自语2个
小时，喊到声音嘶哑，却啥也没卖出去。回忆
起当初的窘境，祁登益历历在目。

“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祁登益一边学习
一边提升，现在已从直播小白蜕变成带货达人。

如今，从零做起的公司销售额由直播前
2018 年全年 600 万元跃至今年上半年的近
1200 万元，厂房也从 650 平方米一路置换到
6000 多平方米……疫情之下，企业仍在“云
端”市场逆势增长。

网络直播不仅为“远在深山人未识”的优
质农产品找到了新销路，也搭建起农村就业
新平台。

据祁登益介绍，由于腊肉、香肠、腊排骨以
新鲜土猪肉为原料，工厂稳定的猪肉需求量使
养猪农户销路不愁。此外，优厚的工资水平和
福利待遇有效帮助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

根据不久前发布的中国经济半年报，1至
6 月，我国网络销售保持较快增长。其中，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持续加速为经济稳定
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

搭乘网络“快车”，“草原明珠”的美味步
入千家万户。

从借钱开店，再到坐拥73万粉丝，依靠电
商带货，牧民“太平哥”走出了不同寻常的小
康之路。

“太平哥”本名太平，从小生活在内蒙古
锡林郭勒盟乌拉盖草原。因地处偏远，贫困
曾是当地人的普遍状态。

2015年，太平借钱开了一家特产店。然而，
乌拉盖草原一到冬季就特别冷，每年旅游旺季
只能维持40天。时间一过，店里门可罗雀。

为了维持生计，2018年，太平在快手上“尝
鲜”直播带货。巨大的流量使得33岁的他一举

“逆袭”成为镇上“网红”，还被短视频直播平台选
为“幸福乡村带头人”。他家的炭烤牛肉干等特
色产品凭借高品质积累起大批顾客，现在每个
月的销售额保持在数十万元，并且逐步提升。

传授经验、下载应用程序、安装视频软件、
培训拍摄技巧……被电商改变命运的太平开
始帮助乡亲们，他说：“希望更多草原人学会使
用电商平台，做好货、卖好货，比我更厉害。”

据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
网络零售已成为农村消费新增长极。农村网
络零售额由 2015 年的 3500 亿元增长到 2020
年的1.79万亿元。

近日，辽宁营口老边区柳树镇小边村特
产网纹瓜又喜获丰收。这款甜瓜不一般：得

益于蜜蜂授粉+有机肥料，肉质绵软、味道香
甜。就在上周末，发往全国各地约10万斤。

“根本不愁卖！”曾任村第一书记、有着多
年种植和销售网纹瓜经验的致富带头人齐少
坤在田间地头忙得不亦乐乎。现在，想批发
价拿货得提前半年预订，否则只能根据地里
情况零售价拿现货。

齐少坤的底气源自网红经济的强大影响
力。回想2020年，因为疫情，地里种的好东西
卖不出去，眼瞅着它们变黑变烂，无奈之下，
年过五十的齐少坤只好硬着头皮，找到“网红
小镇”的网红主播解锁销售新技能。

改变传统的销售模式，打开线上销售的
新天地。农民“触网”成电商，当地的河蟹、大
米、蔬菜一茬接一茬地卖向全国。

“老好了！”操着一口东北话的农民齐少
坤对“云”上集市赞不绝口，借助网络平台，农
民、客户和商贩三方都得到了实惠，“日子过
得就跟网纹瓜一样甜。”

农民亦“网红”集市上“云端”

日前，在福建武夷山市星村镇前兰村南山岗，武夷山筑梦前兰
生态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直播团队成员叶茂超、彭福娇和叶磊
（从右至左）在茶园直播销售茶叶。武夷山筑梦前兰生态茶叶农
民专业合作社直播团队由 19 名合作社的年轻茶人组成，平均年
龄28岁。他们通过重塑营销模式，提升产品品牌价值，推动当地
电商产业发展。 林善传 摄

在云南省香格里拉，8月正是松茸等食用菌上市的
季节，作为云南当地特产的典型代表，松茸运不出去会
影响整个产业发展。云南省松茸协会会长汤希金介绍，
每年6到9月，村民早出晚归每天在高原的深山里忙碌，
希望当年有好的收成。今年受雨量骤减松茸产量本来
就少，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导致运力减少，采到的松
茸如不能及时发货，将会直接影响农户的收入。

新鲜松茸运输时效要求在 48 小时内，且温度要维
持在0-10摄氏度，如果路上耗时过长会导致松茸腐烂、
霉变、起绒等。因松茸对运输的高要求，空运是松茸上
行的最佳运输方式。而疫情反复导致云南省内昆明、丽
江两大机场平均散航取消率达到50%以上，当地的商家
和农户面临松茸损坏造成的赔偿风险。不仅如此，一定
范围的损坏对云南松茸的品牌也会有极大的影响。在
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将新鲜的松茸运输出去，成了当地
农商备感焦虑的问题。

为助力疫情之下的农产品运输，保障云南菌类产业正
常运转，8月5日，顺丰航空正式开通“迪庆-昆明-深圳”松
茸运输全货机航线，为松茸“飞”出去架起了空中桥梁。

顺丰速运云南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在疫情前，云南
散航运力能够运输近 300 吨松茸，疫情发生后，散航运
输资源仅余 94吨，有 200多吨的缺口急需填补。对此，
顺丰紧急在云南省内投入全货机4架，覆盖西南、华南、
华东核心流向，日均提升运力100余吨；同时，还调用近
20个车次的高铁，每日运输10余吨；紧急调用了多辆冷
藏车，将松茸从产区运至周边省份机场紧急散货，保障
松茸在收寄点不囤积。

云南迪庆州对外经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张
学忠感慨：“今年雨水稀少，导致松茸产量下降，每一颗
松茸都弥足珍贵。每天松茸都能正常运出去，收益和
招牌都保住了。”

汤希金强调，云南松茸产业的正常运转离不开全
社会全行业的共同努力。不管是农商企业、物流公司、
松茸商户，都在为保障云南松茸尽最大的努力，尽管困
难重重，但全社会并肩作战，松茸“出滇”有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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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铭阳

正值大荔冬枣产销旺季，8 月 18 日清晨 5
点,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户家村枣农户东海来
到枣园,将挂着露水的冬枣采摘下来,8 点前就
送上了社区电商的运输车,当晚他的冬枣会运
到青藏高原的客户那里。“我种的枣能卖到青
海、内蒙古、黑龙江、新疆,全国各地的老百姓都
能尝到我们黄土高原的特产了。”户大叔的脸
上挂着几分自豪。

户东海今年 51 岁,种了 12 年冬枣。十几年
前,他和村民也曾种过苹果、梨,但赚不到钱。自

从改种冬枣,日子便宽绰了不少。现在,户东海
经营着 10 亩枣园,年收入 30 万元。靠种冬枣的
钱供儿子念了大学。

20世纪 90年代,冬枣稀少且昂贵。当时,红
枣不到 1 块钱一斤,而冬枣卖到 50 块钱一斤,相
当于普通人几天工资。

为破解冬枣稀少、供应期短的问题,大荔县
与多家高等院校深度合作,在设施冬枣棚体提
升、绿色防控、光温调控、土壤健康等环节赋予
科技元素。2013年,农林科技专家突破日光温室
栽培技术瓶颈,形成日光温室、钢架棉被棚、双膜
冷棚和普通冷棚等栽培模式,让冬枣的成熟供应

期从10月提早到5月,其最高价格是正常成熟冬
枣的30多倍。

目前,大荔冬枣产值突破 60 亿元。小小冬
枣,促成富民增收大产业，冬枣树成为农民致富

“摇钱树”。大荔冬枣对外出口荷兰、迪拜,对内
搭乘社区电商运输车深入县域,走上国内 2000
个区县居民餐桌,传递幸福生活甜蜜滋味。

除了反季上市,大荔冬枣还是“喝羊奶长大
的枣”。由于甜度过高,下雨后容易开裂成了种
植冬枣的一个难题，于是大荔的枣农们就想出
了用羊奶喷灌冬枣的办法,相当于给冬枣做了

“羊奶面膜”，既可以有效防止开裂,而且口感也

更加香甜。
大荔冬枣虽然脆口好吃,但皮薄易碎,不耐

运输,当地人形容“掉地上摔八瓣”。从前,冬枣
从采摘到入库储藏,需要五到六次“倒筐换容
器”,每一次都会因碰撞而加速腐烂破败。在大
荔县商务局指导下,当地枣农与一些大型电商平
台合作,通过源头采货直接到销地,降低损耗的
同时保证鲜度。

2021 年 5 月,大荔冬枣登陆美团优选售卖。
7 月,大荔冬枣在该平台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
300%,在“地理标志农产品”类别中,大荔冬枣总
销量排第2位,热度直追柳州螺蛳粉。

登陆社区电商 大荔冬枣“鲜”到家

山东冠县
电商培训“入园”又“进村”

8 月 23 日，山东省冠县定远寨镇党委政府举办“大学习大培
训”首期培训班，电子商务专家曹银全和聊城江葫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经理郭鑫贤在银郭庄村民俗文化产业园现场授课，参加培训的
学员达60余人。

此次“培训进村”旨在挖掘更多农村电商人才，推动农村电商
快速落地、助力乡村振兴。曹银全围绕电商的概念、意义、发展现
状等问题进行了系统介绍，从“什么是电商”到时下热议的“自媒体
电商的发展”，再到农民朋友关注的“短视频电商”和“变现”，课程
贴近实际、可操作性强，让村民们对农村电商的运营产生了极大兴
趣。聊城江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理郭鑫贤作为一线从业者，分
享自己十多年来的创业经历，讲述从“电商老师”到“归乡创业”的
一路摸索，尤其是如何将工艺葫芦线上销售，让学员们受益良多。

学员徐雪云说：“我一直在做营养膳食方面的微商，但销量起
起伏伏，感觉没有抓住重点。通过这次培训，让我有了些新的想
法，回去后会和老师继续交流学习，也把网店开起来。”

定远寨镇党委书记刘飞表示：“银郭庄村民俗文化产业园是在
镇党委政府的关心和上级扶贫资金的支持下建成的，未来将成为
定远寨镇及周边地区电子商务发展的‘发动机’。下一步，我们将
积极发展电商产业，培养电商人才，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杨振亚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锐

甘肃兰州
八成以上乡镇有电商村级服务点

近日，笔者自甘肃兰州市商务局获悉，兰州市农村网络交易买进
和卖出比由30∶1逐步变为目前的8∶1左右，卖出量呈快速上升势头。

“目前，永登县、榆中县和皋兰县已列入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县项目，依托项目，我市主要从建设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
心、建设仓储物流配送体系、建设农产品电商经营标准化体系和打
造电商人员培训体系四个方面开展工作。”兰州市商务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兰州已基本建成农村电商县乡村三级服务体系。

据了解，2020年兰州全市农产品网络销售额位居全省第一，占
全省的 24.7%，带动 10 余万农业种养殖户增加了收入。按照一县
一中心、一乡（镇）一个服务站、一村一个服务点的标准，全市共建
成3个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45个乡镇服务站和436个村级
服务点，共484个服务网点，覆盖全市85%以上的乡镇。

同时，兰州市在电商人才培养等“软件”配备上也下足了功
夫。截至目前，按照《兰州市电商人才培训实施方案》的标准共
培训 2 万余名电商实用人才，其中农村人员 1.2 万人。兰州市还
与知名科技公司合作，从产品溯源为入手，在苦水玫瑰、兰州百
合、高原夏菜等特色农产品中按照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商
品化销售的要求，加工适宜网络销售的优质农特产品，取得了不
错的销售业绩。 蒋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