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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实践

电商助农

8月31日，在安徽庐江县同大镇魏荡村同惠葡萄种植家庭农场的精品葡萄园，农场主刘意山和
他的妻子董照云正在用手机进行网络直播销售葡萄。

近年来，同惠葡萄种植家庭农场在魏荡村先后流转80亩土地，种植阳光玫瑰、醉金香、夏黑等10
余个高端葡萄品种。为了打开销路，刘意山、董照云也试着通过直播的形式，从年初开始，就将大棚
内葡萄生产的全过程实时展现出来，让大家了解产品的品质。据了解，今年该农场葡萄产量预计达
160吨，可实现销售收入50余万元。 赵德斌 摄

近年来，山东轻工职业学院充分利用专业
优势，通过联合培育电商人才，助力农产品线上
销售，根据乡村电商产业链需求，培养了一批德
才兼备高素质复合型、应用型电子商务技术技
能人才，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对接地方农产品产业链，精准打造特色高
职教育。2019 年 7 月，学校以校企共建的方式
参与建设了京东（中国）特产·淄博馆，今年 4
月，又成立“农村电商校内实践基地”，将专业教
学与农产品上行紧密结合起来，探索边教学、边
助推农产品上行的运营模式。师生联合企业人
员，深入挖掘淄博地区猕猴桃、苹果、地瓜等农
副产品，共同整合78个品牌、447款产品在淄博
馆上线，月销售额 50 余万元，使职业教育有效
融入产业经济专业升级、创新发展的各个环节
和体系建设，增强了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

电商直播赋能乡村振兴，线上农产品成了
“香饽饽”。去年上半年，承办“淄博在崛起·鲁
力助农”系列农产品推广网络公益直播活动，先
后在淄川、博山、周村等区县开展，活动对淄博
原产地农产品进行了有力推广，使普通的农产
品成了抢手的“香饽饽”。直播活动上，地方领

导走进直播间化身“主播”进行带货，为当地特
色农产品代言。此后又在周村区举办了第三场
直播。三场直播观看人数达 200 万人，店铺访
问人数超过 10 万人，点赞数 50 多万次，成交金
额 40余万元，周村烧饼库存被订购一空。2020
年春节前夕，学校又通过 7 天送福直播带货活
动，成功为沂源县石桥镇错石村的农民们销售
地瓜 1.8 万斤，将村民积压的库存全部销售一
空。今年 5月帮助沂源县下黄安村销售滞销苹
果，每天一场公益直播，为沂源红苹果打开了线
上销售市场。

开展电商助农培训，服务乡村人才振兴。
2019年以来，学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开展电商
助农培训，累计培训农村电商从业人员 260人，
开展创业孵化培训125人次。今年5月，举办了

“淄川区第一届短视频+电商精英培训班”，培训
采用理论讲授、案例分析与现场教学相结合的
方式，设置了乡村背景下的乡村旅游、电商助力
农产品品牌打造、微视频制作技巧等专题课程，
同时组织学员进行现场直播观摩与交流，为学
员们普及了新理论和新政策，提升了农村党员干
部等振兴乡村的素质和技能。公昆 巩向玮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立足本职挖掘电商教育潜能——

踏准数字经济节拍 服务乡村产业发展

□□ 陈国红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高文

9月 2日上午，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梅州市分
公司围绕“擦亮梅州柚品牌，邮政助力走全国”
举办丰富多彩的金柚营销宣传活动。活动紧扣
邮政文化、服务、渠道、市场、客户为主线，举办
了“梅州柚主题邮局”开业典礼；“电商杯”梅州
柚直播带货挑战赛暨线上线下展销；梅州柚专
班邮车发车仪式；直播带货助力乡村振兴干货
分享等异彩纷呈的金柚营销宣传。

广东省梅州市是全国闻名的“金柚之乡”
“蜜柚之乡”，优良的气候条件让梅州成为柚子
生长的绝佳之地。目前，全市柚果种植面积达

到62万亩，位居全省第一，“好山好水出好柚·广
东梅州柚”品牌已逐步深入人心。近年来，梅州
邮政分公司响应梅州市委市政府乡村振兴的号
召，利用“资金流、信息流、实物流”三流为一体
优势，积极投身到梅州农村电商、乡村振兴等各
项惠农合作项目的建设，积极开展“工业品下
乡、农产品进城”活动推进，加快金融创新，丰富
信贷产品，创新销售形式，着力解决农民“融资
难、寄递难、销售难”问题，利用邮乐购网、联动
采购等，拓展销售渠道，线上线下销售，充分发
挥企业资源，从宣传、销售、寄递、金融等方面深
度融入，积极投身到“梅州柚”产业的惠农事业
中，打通服务柚农柚商的“最后 100 米”，全力推

动“梅州柚”发展步入快车道。
在“梅州柚主题邮局”开业典礼上，梅州市

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吴纪伟表示，“梅州柚
主题邮局”是全国首家以“柚”为特色的主题邮
局，是集展示、宣传、销售、寄递、文创于一体的
多功能邮政营业厅，是梅州市邮政分公司为助
力打造“梅州柚”特色农品宣传，服务政府乡村
振兴战略的发展，推进邮政惠农合作项目而成
立的。将依托主题邮局，充分发挥邮政企业资
源优势，为打造“好山好水出好柚·广东梅州柚”
品牌增添秀色。

梅州市文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刘宇指出，梅州邮政搭建电商营销平台，

通过线上展示线下寄递梅州金柚的全新营销
模式，并诚邀国企和社会分销文旅行业加盟活
动的开展，呈现出梅州邮政开放、创新的合作
担当，在服务梅州乡村振兴，助推梅州金柚市
场品牌，增加柚农收入，稳固扶贫成果意义深
远、作用很大。

据悉，今年，梅州邮政在传统宣传销售模式
基础上，尝试开展梅州柚直播带货挑战赛，以电
商直播带货、网红拉动销售的方式，通过宣销一
体化，提高“梅州柚”的品牌声量以及产品销量，
助力梅州柚走向千家万户。此外，为保证梅州
柚“走出去”，梅州邮政还提供了畅通的物流服
务和优惠的运费政策，助力农民增收。

为梅州柚下山上市加“邮”助力

□□ 蒋颖

广西北流市有百香果之乡的美誉，当地已有 30
多年种植百香果的历史。在农产品电商快速发展的
浪潮中，百香果从名不见经传的地方特色产品，到广
受全国消费者青睐的“网红水果”，不过数年，已成了
带领北流及周边地区农民奔小康的“致富果”。近年
来，北流电商积极求变，从单纯的百香果电商向多品
类、多业态转变，形成了快速发展、主动破圈的局面。

北流市东云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是国内百香果产
业龙头企业，目前每天销售百香果鲜果6万斤以上，
2020年销售额超1.8亿元。在北流，有一批类似于东
云果业有限公司的年销售额超亿元的电商企业，他
们将百香果线上销售的成功模式拓展到其他农副产
品品类，极大丰富了北流农产品电商的产业生态。

以北流寻味君农业有限公司为例，整合各地供
应链资源实现原产地发货，建立了北流分拣仓储中
心、南宁分拣仓储中心、云南分拣仓储中心等，基于
电商平台资源，营业额超过2亿元。目前，该企业电
商店铺产品达到200余类，销售范围覆盖全国。

北流电商还通过主播直播带货的形式销售各地
农产品，获得社会及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北流市大
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运营、推广、销售为一
体的新媒体企业，从 2018 年 6 月至 7 月助力百色田
东县销售芒果30万斤起，该公司主播直播带货不断
创造销售佳绩，湖南花垣县十八洞猕猴桃、龙胜县扶
贫产品罗汉果、融安县滑皮金橘等大批农产品经不
断直播推广，销售额达数十万斤计。今年以来通过
直播带货方式，该公司1-4月销售沃柑62万斤，4月
份销售茂谷柑 11.8 万斤，5 月份销售海南芒果 18.5
万斤，6月份销售广西芒果，每天达到几千单以上。

同时，北流市以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建
设为抓手，积极探索“电商+特色产业+乡村振兴”的
发展模式。2020年 3 月，北流市政府工作人员化身

“主播”，为北流特色产品代言，直播活动接单3万多
个，销售芭乐30多万斤，销售金额累计103万元。芭
乐的收购价格由“直播带货”活动前的每公斤 1.6元
涨到每公斤3元。

目前，北流市正在大力推进广西（北流）轻工产
业园智慧物流园项目建设，物流园总投资约 60 亿
元，主要定位为保税物流、工业供应链物流、农产品物流、快递及电
商物流等四大物流产业组团发展。2021 年 8 月，广西正式批复同
意玉林市申报设立玉林保税物流中心（B 型），选址也在广西（北
流）轻工产业园内。该产业园将打造广西玉林保税物流中心、桂东
物流分拨中心、冷链物流集散中心，联通桂东粤西物流。

在多方努力下，今年 1-6 月北流市网络零售额达 64828.9 万
元，其中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41736.5万元，在广西58个电商示范
县中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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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晋城
原产地农产品官方电商平台上线

日前，山西晋城原产地农产品官方电商平台正式上线，当地
“互联网+现代农业”迈出新步伐。

近年来，晋城市持续深化“特”“优”战略，实施现代农业产
业园“百园创建”工程，布局六大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工程，推动
八大精深加工产业集群，现代农业发展全面加速。特别是在农
产品销售端的持续发力、创新路径，带动了农业产业全链条提
质增效。

去年，晋城市在线下开启“晋材晋用”进商超，搭建起了本
地特色农产品专柜展销平台；线上举办两次大型网络直播带货
活动，让全市农产品在全国范围内赢得广泛好评。此次电商平
台的上线是该市利用数字经济在农业领域的生动实践，在“互
联网+现代农业”迈出的崭新一步，对拓宽该市农产品销售渠
道、带动农业产业升级，促进农户连接市场、实现农民持续增收
具有重要意义。

山西龙谷仓粮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原
产地农产品官方电商平台的试运营企业，他们分别在天猫开设“晋
城原产地商品官方旗舰店”，作为农产品推广的综合阵地，打造了
晋城农产品线上名片；在京东开设“中国特产·晋城农特产馆”，打
造晋城线上精品网店；在拼多多开设“山西晋城农产品特产馆”，为
质量好、价格优的农产品打开销路。同时，在淘宝直播、抖音等平
台开设直播间，以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宣传本土特色农产品，让更
多的、不同群体的消费者了解晋城农产品、选购晋城农产品、爱上
晋城农产品。

下一步该市将以良好的产品品质筑牢平台基础，以有效的管
理运行发挥平台优势，不断扩大产品市场份额，真正把丰富的农产
品资源转化为市场价值、产业效益，切实带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郑璐 王婷婷

□□ 魏康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郝凌峰

“上半年，我们线上销售西红柿、甜瓜等
120 余万斤，销售额达到 900 余万元。”山东青
岛鲜可多有机果蔬专业合作社总经理邴龙江
提起电商销售带来的变化兴奋地说道，“就连
下半年的销售业绩我们也信心十足，拿秋月
梨来说，一般得等到 9 月初才上市，借助电商
平台 8 月下旬预售量就已经超过 70 万斤，销
售量预计能比去年翻一番，达到300万斤。”

在莱西，像鲜可多这样走上电商销售之
路的果蔬合作社不断涌现，青岛美农商贸有
限公司、青岛壹斗粮食品有限公司、青岛东良
黑花生专业合作社等一大批优秀农产品企业

“触网”转型。
“果蔬‘上了网’，再也不用担心销路，价格也

比以往高出一大截。拿西红柿来说，线上销售
平均比商贩收购高0.6-1元，这一季就能增收
4000元。”莱西市日庄镇东朱毛村民邴鹏说。

目前，莱西“田间地头”活跃着 30 家农产
品电商企业，预计 2021 年农产品线上销售额
将达5亿元；农产品电商正在成为推动莱西农
业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的重要驱动力。

返乡创业
特色农产品“云端”畅销

除生鲜农产品外，莱西特色食品、传统手
工艺品同样得以插上电商“翅膀”，跨越市场
信息鸿沟，打破时空限制，飞向全国各地。

“这是第 167 包，加快时间，争取赶上 11
点的那班快递车……”8 月 30 日，在莱西市七
星河新村东龙湾庄自然村，史维享正有条不
紊地将胶东传统面食——玉米饼子打包，晾
凉、装箱、加冰、封口、装车一气呵成。另一
边，工人手工制作的玉米饼子刚出锅，热气腾
腾，等待新一轮的包装发货。

“现在，我们只做网上订单，线下的订单
根本不敢接，忙不过来。夏天是淡季，每天订
单都在 100 单左右。”史维享笑着说，“这几天
秋高气爽销量增多，旺季提前来临。先发走
这200单，傍晚再发100单。”

32岁的史维享在大学里学习的是网站开
发专业，毕业后先后在青岛、济南等地从事电
商平台运营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电商经销经
验。“这几年家乡的创业环境有了很大的提
升，我就想用自己积累的经验，把家乡的特色
美食推广出去，也为家乡的发展出一份力。”
2020 年，史维享和对象回到家乡莱西市创建
起燕享轻食食品店，尝试用传统手工方法制
作起胶东传统面食玉米饼子，并“主攻”线上

销售，开启自主创业之路。
“山东玉米饼子是比较出名的，吃起来清

香，容易消化，营养又低脂，是非常健康的主
食。”史维享介绍，为保证质量，他亲自到农户
家中收取新鲜玉米，将玉米粒中的杂质挑拣
干净，确保 100%玉米制作玉米面。在电商销
售模式拉动之下，史维享带动起周边村民为
他专供玉米。

“旺季每天的订单都在 300 单左右，最多
可达400单，碰上节庆销售量会更大。”史维享
说，他开发制作的玉米饼子，除西藏、新疆、青
海等偏远地区外，其他省市都有销售，销售额
在70万元以上。

像玉米饼子一样，借助于电商销售渠道，
“马连庄甜瓜”“店埠胡萝卜”“东大寨苹果”等
一批莱西市名优特农产品直供全国各大商
超，送上普通市民的餐桌。

“邮快合作”
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

电商销售渠道打通后，物品寄取便成为
了限制农产品电商销售的“瓶颈”。对此，莱
西市创新打造“邮快合作”模式，将邮政成熟
的末梢流通体系与大型快递公司完善的管理
标准相结合，实现优势互补，打通快递进村

“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
日前，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公布了第二批

35 个农村物流服务品牌，莱西市“共享平台+
邮政快递”作为青岛唯一项目入选，成为山东

省三个入选项目之一。
“寄取快递方便多了，再也不用往返15多

里路到镇上寄取了。”在莱西市河头店镇村级
邮快合作服务点，洙河新村党委书记姜龙提
起邮政结合带来的便利：“邮政投递人员一天
到服务站三趟，往外批量发出的农副产品，只
要一个电话，邮政工作人员当天就过来打包
寄递发出了。”

农村电商的蓬勃发展对农村物流体系建
设和农村快递基础设施以及寄递服务水平提
出了更高要求，但由于物流基础配套设施不
全等原因，以往农村快递只能配送至镇级，农
村群众需到镇级中转站收发快递，十分不便。

为此，莱西市积极响应国家“电商、快递
进农村”政策，在青岛市率先启动“邮快合作”
项目，通过试点先行、逐步推开的方式，打造
市、镇、村三级物流体系，形成“一县一仓配、
一乡一中心、一村一站点”的农村电子商务物
流服务体系。

“通过与‘三通一达’等 6 家快递公司合
作，2020 年莱西邮政公司农村收件量增幅超
过20%。”莱西市邮政分公司总经理孙逊介绍，
截至目前，莱西市已在河头店镇、院上镇两个
镇170个自然村成功试点，建成并投入使用市
级物流集散中心1处、镇级邮快合作处理中转
中心2处、村级邮快合作服务站160处。

在青岛市新农村建设典型样板社区龙泉
湖新村，由河头店镇政府提供的400平方米邮
快网点，现已升级打造成全省首家镇级“渠道
平台转型+邮快合作”综合示范店，形成“网

点+邮快处理中心+示范店+服务站点”同心
圆模式。自运营以来，日均收发快递约 200
件，每日到访客户不低于 200 人次，为示范店
运营提供了稳固的线下客源保证。

为进一步打通农产品销路，莱西市组织
邮政莱西分公司、邮储银行联合成立“助农联
盟”，搭建线上线下展示展销平台，通过线上
电商平台开展“网红带货”“专题直播”等活
动，直播卖出的货物利用线下寄递渠道，破解
农产品进城销售瓶颈，并提供农产品绿色包
装解决方案、乡村农产品上行物流解决方案
和电商平台解决方案等服务。目前，莱西市
已发展“助农联盟”会员单位 10 多家，销售当
地特色农产品30多种，实现销售额过百万元。

从业人员逾3万人
电商企业达800余家

电脑旁打字声不绝于耳，客服电话铃声此
起彼伏，线上订单不断从打印机“吐”出……走
进位于莱西市上海东路的青岛天天购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派繁忙场景。

“每天都是如此，我们的产品涵盖了豆浆
机、电压力煲、电磁炉等 8 大系列 200 余个型
号。去年销售额突破 2.1亿元，今年上半年销
售额也已经达到7000余万元。”天天购业务经
理李阳笑道。

不仅农村电商蓬勃发展，莱西电商的异
军突起还表现在各行各业。截至目前，莱西
市拥有淘宝店铺达 9000 余家，电商从业人员
逾 3 万人，电商企业已达 800 余家，年线上销
售额过千万元以上的企业达 50 余家；1-6 月
份，电商网络零售额达 28 亿元，同比增长
49.2%。依托地理、资源、产业优势，莱西市积
极配套相关政策，促进各领域电子商务应用，
电商正成为莱西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针对“宅经济”全面爆发后的新特点、新
变化、新模式，莱西市出台《关于支持直播行
业发展促进电子商务新业态的奖励政策》，进
一步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
济的深度融合。通过引进青烟跨境电商本地
化服务中心，已有85家传统外贸企业入驻，预
计今年将入驻各类跨境电商企业8家，年实现
跨境电商贸易额5亿元。

同时，莱西市抢抓“双莱一体化”战略机
遇，建立“双莱跨境电商产业园”，鼓励、引导更
多的本地传统企业入驻跨境电商平台，加快企
业线下线上转换，进一步提升跨境电商贸易
额。而在莱西经济开发区全媒体产业园，集聚
效应也已初步显现，入驻唐昱网络科技等电商
企业20家，国内优质电商平台陆续接洽入驻。

山东莱西发展农产品电商助力产业发展、乡村振兴——

果蔬上了网 销路不犯愁

史维享正在码放整理玉米饼子等待发货。 王灏 摄

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在京发布

日前，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 48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
截至 2021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10.11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71.6%。其中，农村网民规模为2.97亿，较2020年3月增长5471万；
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59.2%，较 2020 年 12 月提升 3.3 个百分
点，城乡互联网普及率进一步缩小至19.1个百分点。

《报告》提到，目前行政村通光纤和 4G 的比例均超过了
99%，农村和城市“同网同速”，城乡数字鸿沟明显缩小，年底有
望实现未通宽带行政村动态清零。随着数字化应用日趋完善，
广袤的下沉市场逐步享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和实惠。截至
2021 年 6 月，农产品网络零售规模达 2088.2 亿元，全国乡镇快递
网点覆盖率达到 98%，有效打通了农村消费升级和农产品上行
的末梢循环。

《报告》指出，2021年上半年，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产业数字
化转型持续深入推进。在农业领域体现为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提
升。物联网、人工智能、5G等技术加速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无人
拖拉机、无人抛秧机、“5G+智能大棚”等智能设备推动了农业生产
养殖过程的精准感知和智能决策，助力农业发展从信息化走向标
准化和智能化。

据悉，《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始于 1997年 11月，
是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发布的最权威的互联网发
展数据的报告之一，截至目前已发布《报告》4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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