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黄锦华 马彦光

穿过几条小巷，来到广西田东县大
西南一排商铺前，振东电子商务有限责
任公司的招牌格外醒目，门里门外都排
满了一框框的水果。员工们正忙着打包
装车本地的土特农产品，通过电商平台
销往全国各地。

“现在日发货量最高达到 1万件，年
产值 500多万元。”公司老板黄杰能一边
在手机上给客户发货，一边聊起了他的
创业故事。

黄杰能高中毕业参军入伍，退役后
开了几年长途货车，后来又当起了汽车
教练。当看到家乡的农产品丰产不丰
收，滞销的情况常有发生，有时还烂田间

地头，黄杰能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此时，
电商悄然兴起，他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

创业初期，黄杰能在县城郊区租房
子，从乡下拉来水果土特产开网店，拍
照、上货、发货、售后，每天忙得不亦乐
乎。创业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容易，资
金紧张成为最大拦路虎。在他最困难的
时候，政府的创业贷款和创业补贴，增加
了创业信心。

“开始的时候资金困难，养不起工
人，只能把全家老小都拉来帮忙。”黄杰
能说，2019年自己把店铺搬到城里，筹资
100万元注册成立了公司，走上品牌化和
企业化经营的道路。如今，他在抖音、扶
贫 832平台等国内主流电商平台均有销
售店铺，还带动80余人就业。

黄杰能：电商成就创业梦想

滚滚热浪来袭，樱桃、哈密瓜、西
瓜、火龙果…….一大批时令水果正在
各大平台新鲜上架，搭乘电商“飞
的”，从树梢飞到我们的舌尖。

事实上，鲜食水果是农产品电商
中最大的品类，占比超五分之一。拼
多多正是靠着拼水果起家，赚足了第
一波流量。电商的蓬勃发展扩大了农
产品的销售半径，过去只能在本地和
周边销售的时令水果，通过直播带货
等新营销方式越过层层分销环节，从
产地直达餐桌。数据显示，电商渠道
水果零售额5年间涨了4倍，由2016年
的277亿元增至2021年的1567亿元。

一般来说，鲜食水果需要在48小
时内运抵消费者手中，才能维持住
90%的口感。而产地直销模式对标准
化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果子的大
小、成色、甜度都得在采摘后立即进行
分级；所有的分拣、打包、预冷、装车环

节都得争分夺秒。
目前来看，水果电商在包装、冷

链、物流、仓储等环节或多或少存在短
板。说到底，水果电商的问题绝不仅
出在“卖”上，源头在供应链。哪一环
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影响口感和保鲜
效果。订单再多，营销做得再好，若未
能高质量完成履约，及时将新鲜水果
送达，消费者只会用脚投票。

水果电商市场竞争激烈，唯有品
质过硬才能持续发展。从种植源头到
供应链运输，再到网店运营、市场营
销、平台管理等多个环节，都需要多方
通力合作，并进行长周期的投入。

如今水果电商正火热，但要冷静
地看到，发展电商的意义不仅是解决
水果“卖难”问题，推动农产品标准化
生产，促进供应链升级，以质定价，让
农民有钱赚，才是农产品电商真正的
价值所在。

水果电商拼流量更要重质量
欧阳靖雯

短评

地方实践

新电商·新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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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的山东烟台市福山区张格庄镇，大
樱桃跟随电商“6·18”的集结号新鲜水灵地
上市了。

“从爷爷那代开始，我们的生活就靠着
这些樱桃树。”近日，在全国最大的镇级大
樱桃集散地——张格庄大樱桃市场，58岁
的柳玉东“淹没”在几百箱整装待发的“红
宝石”之中。他说，“小时候，镇上的农户都
要把樱桃拉到市场来卖，大家暗自较劲，

‘攀比’哪家的果子成色好，卖的价钱高。”

从樱桃小镇到电商大镇

在我国的水果版图中，张格庄大樱桃
占有一席之地。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山东以
2938.91万吨的水果产量成为水果第一大
省。其中，樱桃产量 80 万吨，种植面积
150万亩，仅次于苹果和桃子，稳坐山东水
果的第三把交椅。有“山东樱桃看烟台，
烟台樱桃看福山张格庄”之誉。

与产自智利漂洋而来的“洋樱桃”一样，
张格庄大樱桃亦属“欧洲甜樱桃”一类。
1861年，烟台成为我国北方最早开埠的通商
口岸之一。美国传教士倪维斯将甜樱桃果
树带到烟台，从此大樱桃便在这里安家。

一个半世纪以来，在成为“大樱桃优
质产区”的道路上，张格庄的几代人都付
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为了擦亮‘烟台大
樱桃’这张名片，镇政府在樱桃种植的每
个阶段都会安排专家对农户进行技术指
导，不断提升全镇的樱桃种植管理水平。”
张格庄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闫顺杰
表示。

张各庄镇地处北纬 37 度黄金纬度
带，昼夜温差大，土壤富含有石灰岩层，
适宜樱桃糖度积累。如今，张格庄 90%
以上的耕地都种植大樱桃，栽培面积约 2
万余亩，其中，设施栽培近 400 亩。2021
年，该镇通过电商平台交易大樱桃 400万
斤，交易额 5000 万元，带动果农增收 500
余万元。

“目前，我们线下已建成两个大樱桃
交易市场，线上正在建设网络直播基地，
今年还计划扩建、完善物流仓储，为承接
更多电商业务做好准备。”闫顺杰表示。

与时间赛跑 从树梢直抵舌尖

如今，在这个盛产“国产车厘子”的
“中国大樱桃第一镇”，果二代、果三代依
然与祖辈一样要强，执着于种出更出色
的大樱桃。但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张
格庄大樱桃走出华东市场，搭上电商“飞
的”销往全国，最快 24小时就能送到消费
者手中。

“为保障果实新鲜，我们凌晨二三点
就要起床摘果，用速度替代防腐剂，现摘
现发，与时间赛跑。”柳玉东说，自家的大
樱桃往往凌晨 4点左右就已完成采摘，现
摘现发。

年近花甲的“果二代”柳玉东是从今
年才开始从线下转战线上的。“过去，我们
往全国各地发货，但今年受疫情影响，就
怕发过去，车下不了高速。为了拓宽销
路，这才开始给电商平台供货。”

今年，受疫情影响，往年蜂拥而至的
外地商贩也开始“云采购”。同时，在多
家电商平台的支持下，踩着年中大促的
消费节奏，更大比例的张格庄大樱桃开
始借助“拼购+产地直发”的通路直连消
费者，从树尖直达舌尖。这个世代种植
樱桃的农业小镇也因此摇身一变，转型
为被不少学者、专家交口称赞的农业特
色互联网小镇。

在电商平台销售烟台大樱桃已有 5
年的朱万松表示，其目前年销大樱桃 20
万单，接近五成采购自张格庄。

而拼多多极味生鲜店铺负责人邹栋
表示，这几年，从5月中旬到6月上旬的20
多天，我们能卖出 200万斤的大樱桃。其
中，张格庄占到一半，供应量约 100万斤，
带来直接销售额 3000余万元。“尽管今年
受到疫情影响，但日均出单量依然破万。”

据了解，以张格庄镇为主的烟台新电
商村矩阵，主栽品种以红灯为主，配以早
大果、意大利早红、那翁、大紫、美早、先
锋、拉宾斯等几十个品种，成熟期覆盖早
中晚，全年总产量达 3000万斤，年产值近
5亿元。

“果三代”接棒 推动标准化生产

“疫情期间，不亏本还能增收，这在以
前可不敢想。”6月以来，24岁的果农杨钧
翔每日忙得不可开交，但心中欢喜。他出
生于张格庄镇一个三代种植樱桃的家庭。

杨钧翔尽管自小长于这块“老天爷赏
饭吃”的风水宝地。三年前大学毕业后，
他决定子承父业时，父母却极力反对。樱
桃好吃树难栽，它喜水又不能渍水，既不
抗旱又不耐涝。土壤太湿，光蹿个儿不结

果；土壤太干，又会大量落果。
大半辈子都在伺候这些“小祖宗”的

父母舍不得儿子继续吃苦。但杨钧翔却
执意如此。他每日起早贪黑，与父母穿梭
于田间地头，皮肤晒得黝黑，小心翼翼地
呵护娇气的樱桃植株。到了五六月，临近
收获期，他每天还要揣着个测糖仪，“甜度
19-20采摘，口感才是最好。”

不过，春华秋实也有让人“意难平”的

时候。近年来，受各地疫情影响，封控、滞
留、市场关闭、延时发货等不确定因素总
让当地果农提心吊胆。眼看外地客商来
得越来越少，采购标准良莠不齐，线下市
场越发艰难。而偏偏新鲜度又是大樱桃
的生命，一旦错过它娇嫩水灵的时期，便
很难再卖出好价钱。

“目前，我们 90%的大樱桃都走线上，
销往北上深及两广地区，最快 24小时，最
慢 48小时就能送到消费者手中。”杨钧翔
重新赢得父母支持的关键是他提出要尝
试全新的销售模式。自接手以来，他便主
攻线上市场，为多家电商平台供货，年均
涨幅接近 20%。受益于此，他们的种植规
模也从最初的 5 亩拓展至如今的 100 亩，
团队也由上阵父子兵扩容至十多人。

近年来，越来越多年轻人返乡创业。
农忙时，他们推动统一合作管理，实行标
准化、规模化的生产模式；农闲时，大家组
织“樱商大会”等活动，与来自全国各地的
樱桃种植户切磋、交流。

年轻血液的输入加快了张格庄发展
新电商的步伐，“拼购+产地直发”逐渐成
为当地重要的销售方式之一。与此同时，
当地也出台了一系列电商服务举措，鼓励
大家通过农地云拼、直播带货等方式实现
快销、多销、广销，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未来，我们希望更多农商加入到杜
绝恶性价格竞争、以质论价的网络交易新
模式，带动更多优质樱桃通过线上通道走
向全国。”闫顺杰表示。

日拼万单 网销全国
——樱桃小镇借助电商“6·18”大卖

□□ 崔岭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维福

2021 年实现农村产品出港量 114.2 万
件，同比增长 69%，出港量由 2020 年日平均
1849 件提升至 3128 件，快递费由原来 5 元/
公斤降至2.8元/公斤，整体实现了三级物流
体系打通和村域终端触达。

这组年度数据，来自河北省东部燕山
腹地的青龙满族自治县。这里曾是革命老
区，在最后一轮脱贫攻坚中才摘掉了国家
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帽子。2021 年，该县农
村电商第一季度同比增长 14.5%，在全省排
名第三。

一个山区农业大县，如何通过电商跑出
加速度？青龙县委书记李耀滨说：“特别感
谢教育部联系电商平台给予青龙的帮扶，也
特别感谢电商乡村特派员刘琳为青龙做出
的贡献。”

3个月走遍全县所有行政村

“当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为社会干
点事儿，圆儿时帮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的梦
想。”刘琳说，通过电商乡村特派员的岗位，
自己能更好地了解农村，为巩固脱贫成果、
促进乡村振兴尽一份力量。

方言土语、风俗人情，这一切都是初到青
龙的刘琳必须面对的挑战。为了能尽快融入
当地，刘琳扎起马尾辫、身着休闲服，每天在各
村落间奔波，田园里她挽起裤腿与大叔一起拔
草，山坡上挎着篮子与大婶一起捡栗子，在贫

困家庭的炕头上真诚寻找着贫困的根由……
青龙县位于燕山深处，特殊的环境与气

候，使该县的农特产品质优物美，尤其是板
栗，地处世界公认的黄金板栗带，现有 100
多万亩，是目前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县区。
可多年来，好产品藏在深山，市场小、收益
少，一直难以形成脱贫致富的整体带动力。

3510平方公里的县域面积，“八山一水一
分田”的地貌，25个乡镇396个行政村，不到3
个月，她逐一走过了，对县情、民情等各方面
情况做了全方面了解。在充分调研认真梳理
后，刘琳开始整合各方资源为青龙“输血”。

“只要认定一件事情并俯下身子去干，
就会发现在实现梦想的路上不会孤单，政
府、村民都会支持，因为我们的目标都是一
致的!”刘琳如是说。

甘当电商发展“大前锋”

就在刘琳想着要如何改变这一现状时，
青龙县委、县政府全面推行“三级书记抓电
商”，这让刘琳内心充满了力量，主动担当起
了青龙电商发展的“大前锋”。她认为，对于
一个山区大县，要真正将电商发展起来，最
关键的是从 0 到 1 那一步，而这一步最关键
的就是“领头雁”。

“电商领头雁的发展，至少要具备深厚
乡土情怀、品质好的产品、互联网的技能三
个要素”。于是，刘琳三管齐下，一边在全县
搜罗有一定电商经历的先行者，一边考察产
品，同时联络物流公司。

刘琳紧紧抓住青龙县产量大、成规模

的板栗、粘豆包、食用菌、苹果几个品类，进
入种植大户、深加工公司，晓之以理动之以
情，从直播间建立到产品包装，从建立到联
系电商店铺到运营商，那段时间，她的办公
地点就在各户、各公司，甚至在弯弯的山路
之上。

说起第一批青龙县电商弄潮人，刘琳最
难忘的是木兰菌业有限公司的新晋总经理
丁佳伟。该公司原本是其母亲吴志芳创建，
一直以生产初级产品为主，曾带动本村 100
多人脱贫。可受疫情和市场影响，近年来效
益大不如前。可对于网络知之甚少的吴志
芳，并不愿冒险尝试“电商”：“还不够包装
钱，年龄大了就不折腾了。”

而“90 后”丁佳伟听了刘琳的深入分
析后，觉得线上线下齐步走，才是让企业
回暖的路子，毅然决定和妻子双双放弃市
里体制内工作，回家协助母亲对企业进行
数字化转型升级，开发食用菌深加工项
目，组建电商团队打开销售渠道。其间，
刘琳结合政府政策，不仅全程参与建店、
设计包装，还亲自联系各大快递运营商，
愣是将快递费由原来 5 元/公斤降至 2.8
元/公斤。如今，木兰菌业深加工项目已
经步入正轨，企业效益是原来的三四倍，
员工也增加到 200 多人。

从“0”到“1”这一步迈开后，刘琳迅速开
启从“1”到“10”、从“10”到“100”的扩散式电
商推广。不到一个月，青龙的特色食品加工
企业双合盛农产品有限公司、板栗深加工企
业百丰贸易、果品加工企业八旗龙等都建起

了自己的直播间，更让她欣慰的是 56 岁的
李翠芬也在线开起了网店。

志做创业洼地“推动者”

随着“输血”到“造血”思想理念的转变，
并在青龙得以实践，取得丰硕的成果，刘琳
的工作得到了各方高度认可。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把青龙县能变成一
个大家想回去、能回去，并能生活好的地方。”
刘琳说，要实现这一梦想，最直接的办法，就
是让老乡在当地就能提高收入、改善生活。

电商硬件发展起来后，刘琳又开始加强
软件的提升。一方面加大对电商人才的培
训，她邀请电商平台专业讲师，对青龙领导
干部及当地的电商企业、网红主播做专业的
体系化培训，截至 2022 年 3 月，开展线下电
商人才培训 58 场，覆盖 2808 人次。建立学
员学习群、孵化群、交流群 50 个；开展线上
课程 64 期 964 人次参与学习；组织电商沙
龙、电商游学活动10期。

不到一年的时间，青龙县已累计孵化
399名电商从业者、100多个销售数据店铺，
其中销售额过万元的店铺有 34 个，累计销
售额500多万元。全县还建起了1个县级物
流快递配送中心、6个乡镇级物流快递配送
中心、200 个村级物流网点。整合优化城乡
物流配送专线 6条，建立标准统一的仓储物
流配送网络，实现从县级仓储物流中心到村
级网点 72小时内送达，全面打通了“产品出
山”和“农货下乡”双向通道，青龙农产品正
式触网出山。

河北青龙：特派员带动电商跑出加速度

□□ 刘红文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我们这里的核桃皮薄肉多，吃起来
特别香脆……”在新疆阿克苏市电商创
业孵化基地的一直播间，直播带货达人
张敏通过抖音向网友介绍阿克苏地区特
色农副产品。

“日下单量 270多单，今年一季度销
售额突破 200万元，把阿克苏苹果、红枣
等农副产品远销到全国各地。”张敏说，
阿克苏特色农副产品因品质好、价格优，
非常受消费者欢迎。

在张敏的直播带货展台上，记者看
到，核桃、红枣、葡萄干、巴旦木、杏干等
农副产品应有尽有，网上订单不断。她

说：“每年仅网上订单就有 2 万多单，销
售额近1000万元。”

张敏借助电商让阿克苏特色农副产品
“走出去”，这只是阿克苏地区发展电商促进
农副产品销售的一个缩影。记者从阿克苏
市电商创业孵化基地了解到，自2019年该
基地运营以来，已经孵化电商企业226家。

阿克苏市商务局电商科负责人梁佳
妮介绍，目前阿克苏市已实现以电商创
业孵化基地为核心，辐射带动全市各农
村电子商务站点发展，阿克苏特色农副
产品搭上电商这列“快车”，进入疆外商
超及广大消费者的餐桌。

据悉，今年一季度，阿克苏地区各地
特色农副产品网上零售额达 25亿元，有
力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

新疆阿克苏

特色农产品搭上电商快车

□□ 叶红霞 汪艳

日前，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镇水果
产业基地的枇杷、桃子和李子等果实迎
来了丰收季。千岛湖镇 10 多名党员干
部化身主播，穿梭林间，通过抖音进行现
场直播带货。直播近 1个小时帮助果农
线上销售枇杷5000余斤。

近年来，淳安县千岛湖镇打造“直
播+数字经济”业态，建立农产品直播生
态链，为千岛湖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新引
擎，让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

据介绍，千岛湖镇在“淳果小镇”设立
生态直播实训基地，强化直播技能培训，

培养发展镇村主播人才，让农民变主播、
手机变农具、直播变农活、数据变农资，推
动乡村振兴、农民致富。同时邀请电商协
会在汪家源“十里生态长廊”、观颐农业车
厘子种植庄园等农业示范产业园区开展
直播实战大比武活动，通过以赛代训、以
赛代播等培训实战，让农户全面掌握“短
视频直播”、直播带货实战技能。

目前，该“淳果小镇”已入驻 40多个
果蔬农产品品牌，成功开展线上线下直
播技能培训 36 场，培养党员主播 2000
余人，孵化抖音合作主播 5000余名。越
来越多的农村群众享受到直播技能的
红利。

浙江淳安千岛湖镇

网络直播培训赋能乡村振兴

近年来，山东省冠县烟庄街道依托地理和资源优势，按照“党支部+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依托电商促进农业产业发展。截至目前，该街道电商服务中心直播销售
农产品8000余种，直播销售7000余单。

图为在冠县烟庄街道电商服务中心内，电商人员通过网络直播推介当地农产品。
郭健辉 摄

□□ 杨雄信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操戈 邓卫哲

“潘老师，请问我的抖音账号应该怎
么选择定位？”“我的视频发布了，怎样让
更多人来关注？”近日，在海南省澄迈县
永发镇电商展销运营中心的培训教室
里，“学生”们正积极举手发言。

这是一堂别开生面的培训课，台下
50多名“学生”是澄迈县各镇村的农民，
而台上讲课的则是来自上海的短视频带
货培训讲师潘琪。一边是土生土长的农
村老乡，一边是时尚洋气的大城市姑娘，
但课堂气氛却非常热烈融洽。

“电商进村入户，首先要让农民了解
什么是电商，平台如何用，农产品怎么

卖。针对农民特点和需求的培训课程，让
大家一学就会。”澄迈县返乡创业大学生、
永发镇致富带头人吴一凡觉得，培训一是
给了村民在家门口创业创收的机会，也为
我们电商创业和发展培养了人才。

该县永发镇党委委员林维根介绍，永
发镇是澄迈农副产品特色和种类较为集
中的地区，如何让农产品通过电商平台走
出去，一直是政府工作的重要目标。接下
来，永发镇将全力推进农村电商培训“三
个一”工程，争取每个村培养100名，每个
镇1000名，拓展到全县达到1万名熟练掌
握电商带货直播技能的新农民。

据了解，目前，以培训为基础，直播、
展销为核心的农村电商中心重塑升级计
划，正在澄迈县逐步展开。

海南澄迈

着力推进农村电商培训工程

烟台市福山区张格庄镇村民正在采摘樱桃。 薛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