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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利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韩啸

最近几年，湖南省麻阳苗族自治县的
冰糖橙产业中，涌现出一批累计销售过亿
元的本地电商商家，大批外地客商也云聚
于此，县里“追橙子”的队伍日渐壮大。由
于地方政府倾力打造品牌，传统供应链纷
纷加快“触电”步伐，麻阳冰糖橙逐渐成为
湖南单品销量最大的“电商水果”之一，品
牌形象从众多橙产区脱颖而出。

“冰糖橙之都”的诞生

和绝大多数脐橙品种相比，麻阳冰糖
橙个头相对娇小，但每一枚都汁水丰盈、
甜度极高，苗乡人因此又称之为“冰糖
泡”。沈从文曾在小说《长河》中写道：“记
称‘洞庭多橘柚’，橘柚生产地方，实在洞
庭湖西南，沅水流域上游各支流，尤以辰
河中部最多最好。”辰河，指的就是现在的
麻阳锦江河。

麻阳当下最流行的几个冰糖橙品种，
其实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史。20世纪 60
年代末，麻阳从邻近的黔阳县（今洪江市）
引进冰糖橙并进行品种改良，陆续培育出

“锦绣”“锦红”“锦玉”等一系列新品种；这
些带有浓郁麻阳特色的品种，成为日后品
牌打造的中坚力量。

后来，“娶新娘、盖新房、上学堂，全靠冰
糖橙来帮忙”的农谚在当地流传开来，“中国
冰糖橙之都”的美誉也与这个山区小县联系
在一起。麻阳不仅成了“鄂西—湘西柑橘优
势产业带”的主产区，也是“全国柑橘产业30
强县（市）”。2021 年，该县栽培面积达到
28.5万亩、产量46.8万吨，产值达到18亿元
以上，面积与产量均居全国首位。

从产业发展历程来看，麻阳冰糖橙已
完成数次弯道超车：从 1968 年隔壁黔阳
县（今洪江市）最初引进，到多次品种改
良、扩大种植规模；从 2005年袁隆平院士
题词“中国冰糖橙之最——湖南麻阳”，再
到获誉“中国冰糖橙之都”，这其中的产业
故事为当地人津津乐道。如今借电商之
势，麻阳冰糖橙再次成为火遍全国的生鲜
IP；2021 年末，在某大型电商平台推出的

“双 12 柑橘橙狂欢季”中，麻阳冰糖橙长
期“霸榜”销售榜单；当地百余家电商企业
和上万家微商，正和这个“甜蜜”产业水乳
交融。在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赛道上，麻
阳冰糖橙正在上演又一次弯道超车。

线上新IP崛起

从全国来看，柑橘橙产业早已覆及全
国数十省市及上亿农户，诞生了大量产地
品牌水果，要从中脱颖而出绝非易事。

“麻阳冰糖橙有现在的‘IP 地位’，既
有政府引导，也和电商商家的参与分不
开。”麻阳县福果福冰糖橙生产加工基地
负责人蒋刚介绍。目前，他正在运营自己
刚刚建成的 3000 平方米冰糖橙基地，虽
已不再亲自下场“开店”，但仍为当地的电
商提供供应链服务。

根据怀化市农业农村局提供的数据
显示，2021 年末该县已有电商销售公司
106 家，微商从业达 1.2 万余户，每年通过
网络销售的特色农产品达到了 22 万余
吨，其中冰糖橙占据很大一部分。

就是在被很多怀化人称为电商元年
的 2015 年，蒋刚成了第一批的冰糖橙线
上商家。

“大批量发货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现
在叫传统‘电商’，还是人找货的模式，多
的时候一天能发 3万多单；后来一些社交
电商逐渐崛起，同行们的表现更夸张。”蒋
刚说。看着日渐红火的当地冰糖橙电商
产业，他决定聚焦上游的生产加工环节，
开辟新战场。

从2015年到2017年，怀化的冰糖橙快
递包裹数量从每年数万件，逐渐增长到每
年数十万件；2018年迎来了真正爆发，怀化
人杨林创立的主打冰糖橙的水果店铺“远
乐吉”，四川客商吴云创立的店铺“追着橙
子跑”，都在拼多多上搞出了名堂，卖出了
令人瞠目的年销数百万件的纪录。

“柑橘的线上发货规格通常有两种，
一种是4至5斤装，一种是9至10斤装，麻
阳冰糖橙个头小单价低，大箱装更受欢
迎。”吴云说，2018 年最多的时候，他一天
能卖七八万单，销量之大让他第一次面临

“货都收不过来”的局面。
谈到为什么麻阳冰糖橙如此受到电

商青睐？吴云认为一是产量大，种植面积
很早就突破 20 万亩，对于电商平台集中
性的大批量需求能很好满足；二是价格有
优势，平均单价都在每斤 5元以下。谁都
消费得起，也符合绝大多数消费者对生鲜
农产品的预期。“再加上耐储存、运输损耗
小、销售周期长，口感更不用说，所以简直
就是量身定做的新电商‘爆品’。”

当地电商协会的负责人表示，最近 3
年间来，怀化当地已经诞生多家累计销售
过亿元的冰糖橙电商商家，上游生产端的
果农也不断受益。

“一个产业价格的提升，往往就是另

一个产业付出的成本嘛。”杨林笑着告诉
记者，“2018年在麻阳收冰糖橙，价格最低
的时候只有三四毛钱 1斤，2021年果农报
价已经涨到1块钱了。”

为品牌提质保驾护航

2020年，为应对柑橘市场新变化，促进
全市柑橘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怀化市将全
市冰糖橙品牌统一为“怀化冰糖橙”区域公
用品牌，并主张怀化下辖的柑橘主产县市
区可在“怀化冰糖橙”品牌基础上建立本地
子品牌，实行“母子品牌”体系管理。

2021年以来，麻阳县政府出台了各种
规范，为自身产地品牌护驾。除了推介冰
糖橙采摘节等活动，麻阳县还统一了采摘
时间、包装标识、合作社（企业）销售，全方
位为冰糖橙品牌提质增效。

与此同时，一批电商商家也成了麻阳冰
糖橙产地品牌的建设者和参与者，这其中既
有本地商家，也有外地“追橙子”的客商。

一家名为“誉福园”的电商企业，其水
果全品类年销售额目前已突破 2亿元；负
责冰糖橙产区采购的经理文斐每年都要
花几个月时间待在麻阳。

“我们是本地率先引进彩色包装的电
商商家，专门请匠人手绘设计了冰糖橙苗
乡元素。”文斐说，“一直坚持始终从麻阳
本地采购冰糖橙，保证产地直发，并且只
选精品果，擦亮产地品牌的同时，对企业
品牌的提升也有好处”。

“正是大大小小的电商企业扎堆麻
阳，当地果农、果商的品质意识在不经意
间就加强了。”文斐介绍，电商平台上的商
品要按不同规格、不同价格来销售，品质
上我们和平台都有管控，所以他们开始逐
渐改变传统线下渠道统货销售的模式，陆
续都开始采取人工和机械分选，对质量格
外小心，大家都有了打造精品、提升附加
值的意识。

目前，当地很多电商商家、规模化生
产经营主体都会通过类似于蒋刚的冰糖
橙生产加工基地，进行清洗分拣、筛掉小
果次果等工作，再按照 60 毫米、65 毫米、
70毫米等不同果径进行包装分装，从麻阳
产地直发全国。

“电商加持已经让麻阳冰糖口碑‘破
圈’了,未来还是要在产业链上继续发力，
在规模、标准、加工、品牌上下功夫，让麻
阳冰糖橙一直火下去。”蒋刚说。

麻阳冰糖橙的弯道超车

行业聚焦

麻阳冰糖橙在销售中采用机械分选的模式，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 陈凯 摄

□□ 廖亮 赵嵩 陈伟

“生活中的美有很多种，唯独这人
间烟火气，能温暖整个世界！”这是一个
湖北恩施带货博主“土家烟火”的美好
愿望，想把大山里最自然、淳朴的土货
分享给全国各地的朋友。她叫刘运平，
一个湖北省恩施市金子坝社区土生土
长的农民。

20 世纪 90 年代的金子坝并没有因
种田而富裕，用当地老百姓的老话说“是
别人一听都不愿意去的地方。”刘运平作
为当地村民深有体会。她说：“过去家里
住的是土墙房，父亲在外拉三轮车，母亲
则在家种田，家中人均年收入不足百元，
自己和妹妹的学费每次都要靠赊账。”直
到2013年，因恩施城市发展的需要，金子
坝社区征地拆迁工作启动，让刘运平一
家的命运得到改变；有了征迁款的支持，
她萌生了自主创业的想法，做起了微商。

好不容易慢慢积累了一定客户群后，

刘运平又因受新冠疫情影响遇到了瓶
颈。热爱山水的她无意间在游玩途中发
现了恩施市盛家坝小溪古村落这样一方

“世外桃源”，因环境清幽远离闹市，且自
然资源丰富，尤其适合山猪饲养。于是，
敢想敢干的刘运平和朋友一起于2021年
开通了微信视频号“土家烟火”，线上贩卖
新鲜山猪肉和其他各类应季土货。

每天清晨 7 点，她独自开车到大山
里，自拍素材，又自学视频剪辑技术，摸
索着做起了短视频；经过一年努力，她的
视频粉丝量达到了 3000 余人，微信客户
达到了 5000 人，产品最远卖到了内蒙
古。短短一年时间就赚回了本钱，年底
集中做年货的时候，还带动不少当地农
户、养殖户参与进来。

接下来，为保证猪肉品质，她计划与
当地农户签订订单合同，要求必须要以当
地的红薯、玉米为饲料，发动每户农户代
养3头猪，激发更多人的创业积极性，为当
地特色农产品资源提供更多销售渠道。

刘运平：“土家烟火”里的创业故事

□□ 哈丽娜 白喜梅

近年来，随着甘肃省天水市电商孵
化基地、直播培训基地不断涌现，不少大
学生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一些外出打
拼的“能人”、发展好的“带头人”也都主
动返乡参与电商发展。家门口的新兴产
业让不少天水新农人走出了一条新的致
富路。

“各位家人们早上好。”在清水县秦
亭镇麦池村，每天9点村民程永峰都会准
时出现在快手直播间。他坐在柜台前，
身前摆满各类蜂蜜产品，说着一口还不
太标准的普通话，向“粉丝们”详细介绍
蜂蜜种类、口感等，并不时展开互动。

谁能想到在这个不起眼的直播间，
已经销售了6万多单蜂蜜，今年1月份就
收入 40 多万元，2021 年全年卖出了 300
多万元的销售额。

春节前后，程永峰忙得脚不沾地，也
乐得合不拢嘴。“有时直播一两个小时就
能卖上万元，这是在路边销售一年都赶
不上的。”程永峰养了 2000 多箱蜂，年产

蜂蜜 4万斤左右，为了解决销售难题，他
变成了带货达人。

同样，在甘谷县金山镇，“二姑娘”王
转红的“网红”之路也逐渐步入正轨。王
转红的网名叫“二姑娘”，在直播平台有8
万多的粉丝。“我是一名陪读妈妈，因为
要照顾孩子一直没有收入，偶然接触到
直播，就试着带货，补贴家用。”王转红告
诉笔者，从起初的几元、几十元到现在几
百元的收入，直播让她变成了村里的“红
人”，也让她多了一份把家乡特产推介出
去的信心。

甘肃雅路人麻编工艺制品发展有限
公司总经理郭娟说：“我们公司的主播每
天都会向网友们展示纳鞋底、刺绣这些
趣味场景，消费者可以直观看到一双‘甘
谷麻鞋’的制作过程。”去年 11 月在该公
司一场4个小时的直播中，累计观看人数
达到1.2万人左右，直播销量500多双，收
入在 9万多元，创下了直播以来的记录。

“通过‘电商助农’新路径，甘谷麻鞋已经
从一双普通的鞋子变成了具有地方传承
记忆的特色产品了。”郭娟说。

甘肃天水

网络直播让“沉睡资源”线上热销

日前，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信贷员走访白沙黎族自治县“电商带头人”张潮瑛
（左一）等多位农村“带货达人”，通过金融信贷等方式支持白沙黎族特色产品打开
销路。

张潮瑛是当地政府大力扶持的电商主播，在邮储银行的帮助下，她通过
“直播带货”“制作短视频”等方式，在春节期间销售传统黎锦及相关文创产品
超百万元。 符德勇 蔡克明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邓卫哲 摄

□□ 吴丽珍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海洋

“过去除了邮政，其他快递公司的快
递都不进村，我们只能去乡里的快递自提
点取，费时又费力。如果遇到下雨天更麻
烦……现在好了，家门口就可以取快递，真
是方便多了。”日前，在浙江省庆元县淤上
乡石坝村的石坝经销社，老板范克林一边
说，一边递给村民快递盒。自从有了“邮快
合作”，他的小店成了邮政综合便民服务的
快递寄存点。村民白天忙没空取，傍晚吃
了饭，再来拿快递也不急。

据了解，庆元县大多数东部乡镇位于深
山，由于各行政村交通不便、居住人口少等
原因，取快递一直是老百姓的头疼事。去年
以来，该县积极响应国家提出的服务三农和
快递进村号召，加快推进“快递进村”工作，
成立了县快递物流行业党委，充分整合邮政
公司与申通、韵达等快递公司资源，借助邮
政到村的力量，抓实“邮快合作”工作，实现
了全县191个行政村“村村通快递”。

“送信、送米、送油，现在快递也送了！”
胡常康是邮政庆元分公司左溪邮政支局的
投递员，作为一名党员，他常年自发为投递
区村民派送生活用品，已经坚持了 19 年之
久，“以前因为快递难进村，村民们很少网上
购物。‘邮快合作’开始后，不少人还拉着我
教他们上网购物，想买啥，手机一点就行。”

据介绍，在庆元县快递物流行业党委的
推动下，邮政庆元分公司分别与申通、百世、
韵达等9家快递公司签订邮快合作协议，协
议服务范围覆盖庆元东部和西部地区 15个
乡镇，共设有14个便民服务点。截至目前，
通过便民服务站投递的民营快递累计超过
8 万件，日均有 1100 多件，接下来预计还将
增幅30%左右。

此外，为了帮助偏远乡村里的留守老人
和孩子解决生活难题，庆元县还实行服务

“包干制”，以快递员的自身投递范围划分服
务区域，通过党员带头引导乡村快递员在进
行派送工作的同时，为群众提供常规事项代
办、物品采购等服务。短短时间，这样的服
务已有1.2万余次。

浙江庆元

“村村通快递”让山村生活更便捷

□□ 杨振辉 罗中营

“我们主销辣椒、八角、花椒等调味
品，月销量差不多30万吧。”3月13日，见
到陈欢时，他正忙于对小辣椒、花椒等进
行打包处理。

今年 32 岁的陈欢，是河南省淅川县
香花镇陈岗村人。香花镇位于淅川县南
部，南水北调水源地渠首毗邻，特别适宜
辣椒生长。该镇多数家庭都有种植辣椒
的传统。陈欢在心里琢磨，什么时候能
开个网店，把家乡这些“山货”推出山区，
送上国人的餐桌。

“大学毕业那年，我已经在省城谋了
份不错的工作。有一次回家，得知县商
务局正在开展‘农村电商服务站’入村行
动，这可是个好机会，不仅自己能创业，
还能带富邻里。”陈欢说，经过深思熟虑
后，他决定回乡创业，收购本村辣椒在网
上销售。

陈欢勤奋好学，多次参加河南云动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组织的农村电商服务站
站长技能培训。“在县电商服务中心帮助
指导下，我的‘陈岗村电商物流服务站’很

快运营了。”陈欢介绍，他的电商服务站功
能全面，能为村民提供代买代卖、转账缴
费、快递收发等多项便民服务，让村民足
不出户就能买到心仪物品并送货上门。

“农村电商服务站能为村民提供电
商宣传、网络购物、缴费支付、取送货品、
便民服务等生产、生活基本服务。”淅川
县农村电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黄玉焕介
绍，由于陈欢待人真诚，服务也用心，乡
亲们对他的服务认可，客户对他的产品
满意，他的销量开始直线上升。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陈欢，深知农民
挣钱不易。他想，自己一个人富不算富，
带领大家一起致富才是真的富。于是，
陈欢开始组织大家种植一些本地有特色
的辣椒产品，他按高于市场价收购加工，
并装袋加上商标，就这样，老家的“山货”
通过网店走出大山，进入北上广深一线
城市的餐桌。

为扩大规模，陈欢开始在多个网络
销售平台注册自己的店铺，每个月销售
辣椒、八角、花椒近万斤，月销售额在 30
余万元。在他的带动下，村里的乡亲们
年均增收3000元左右。

陈欢：为“山货”出山辟蹊径

□□ 王建强

“张婷，你的快递到了，这几天你的东西
还真多哩！”日前，陕西铜川市印台区傲背支
局揽投员纪春懿一大早就从网点出发，给山
里的乡亲们派送邮件。

“纪叔，现在每天最盼望的就是看到您，
这偏远山村多亏有邮政，要不连网购都不方
便！”印台区王石凹街道办苟村的村民张婷
回应。

这是纪春懿生活中最常见的情景，他的
“工作路线”串联起了农村群众对便捷生活
的期待。

“现在邮政是乡乡设所、村村通邮，有人
的地方就有邮政服务。”纪春懿说，“自从邮
政开始加快县、乡、村物流体系建设，偏远山

村的老百姓也能像城里百姓一样，享受现代
化的生活方式了。”

据了解，为全面推行县、乡、村三级物流
体系的建设，有效整合邮政、快递企业优势
资源，补齐服务短板，打通农村末端“最后一
公里”，陕西省铜川市分公司对县、乡、村三
级物流体系建设进行了全面部署，畅通农村
电商上下行通道，助推乡村振兴。目前，全
市建成乡镇邮政运营中心 35 个，实现全市
21 个乡镇全覆盖，建成村级综合站点 202
个，建制村覆盖率达到56.27%。

2021 年“双 11”期间，耀州区永红果业
专业合作社苹果销量大增，为确保时限，邮
政工作人员上门为他们提供打包、发寄服
务。“原来都是我们自己找销路，联系快递公
司，尽管我们的产品质量好，但少有人问

津。自从和邮政合作，他们不仅帮助我们寻
找销路，还上门帮我们装运发货，为我们解
决了大问题。”永红果业专业合作社社长朱
永红满脸笑意地说。

近年来，铜川市分公司依托邮政网络优
势，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打通多种销售渠道；
通过拍摄抖音视频，开展线上新媒体宣传，
迅速扩大了铜川农特产品知名度；依托邮政
物流体系，联合电商企业，以电商企业运营
能力优势为保障，以邮政全覆盖邮路为基
础，使农产品从地头直达客户手中，打破“最
后一公里”瓶颈，在为农户打开销路的同时，
降低电商企业运营成本，进一步拓宽“农产
品进城”渠道。

以去年铜川大樱桃项目为例，铜川市
分公司通过邮乐网平台、学习强国积分兑

换平台、抖音直播、微信视频号等渠道进行
铜川大樱桃宣传带货。陈坪村等大樱桃主
产区将收寄点铺设到村头道旁，延伸到田
间地头，共设点 180 余处，为广大果农最大
限度提供便利。

“邮政的服务到了我们家门口，收寄台
搭在我们院里头，我们只管采摘，分拣、装
箱、打印贴单直到装车都是邮政帮我们来
做，真是太方便了！”陈坪村村民陈增宏
说。2021 年，铜川市通过邮政渠道累计发
出农产品 160 万件，带动农产品销售 1.2 亿
元。其中，樱桃收寄量 16 万件，带动销售
产值 1500 多万元；黄堡孟姜塬鲜桃收寄 3.5
万件，宜君青皮核桃收寄 2.1 万件；苹果收
寄量达到 130 多万件，带动销售产值 8000
多万元。

陕西铜川：“邮政电商融合”为农产品上行“提速”

电商助农

近年来，贵州省麻江县先后建成县级电子商务产业园、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
心、县级物流服务中心，全县63个行政村均建成电商服务网点。同时加大农村电商人才
的培训培育，加强与各类电商平台合作，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2021年度麻江县电商
网络零售额达1625.43余万元。图为近日，在该县龙山镇河坝村电商服务网点，网点负
责人在整理待销售的瑶族服饰。 罗文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