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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农产品已经成为当下许多消费
者的选择，如果收到货物完好无损，则算
得上一次愉悦的网购体验。假如收到的
尽是破损、腐烂的果蔬，想必大多数人的

“拆箱快感”会顷刻消失。
为降低农产品在配送过程中的破损

率，不少电商平台的商家十分注重包装箱
的选择，加厚纸箱、箱子里面塞泡沫。甚至

“箱子套箱子”，各种包装法屡见不鲜，但
是，随之也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过度包装
增加包装成本、运费高、资源浪费等。

农产品电商包装的困境引起了北京
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关注。近年来，该站
聚焦农产品电商绿色包装技术，通过“减
量、替代、降成本”，实现了果蔬包装的“瘦
身”，有效降低了农产品破损问题的发生。

“箱子套箱子”的苦恼

盛夏之际，位于大兴区庞各庄镇的老
宋瓜园里一派热火朝天，只见园区的厂房
里堆满了纸质包装盒，工人们正忙着把刚
采摘的小西瓜装箱打包，有的是一箱装一
个，有的是一箱装两个。箱子尺寸并不
大，拿在手里掂量也比较轻。

“别看这一个小小的包装盒不怎么起
眼，它可直接影响着发出去的西瓜在配送过
程中有无破损，关系到消费者的购买体验，
也影响到我们的效益。”老宋瓜园第三代传
承人宋志佳告诉记者，园区从2014年开始
电商销售西瓜，西瓜包装经历了普通纸箱、
纸箱+泡沫、纸箱+充气柱这三个阶段，西瓜
破损率由最高时的20%降至目前的0.8%。

“过去我们为了保证西瓜在配送过程
中不破损，把西瓜装在礼盒箱里，再用一
个大一点的箱子把礼盒套上。”宋志佳告
诉记者，这种“箱子套箱子”的方法虽然能
比较好地保护西瓜，但带来的苦恼也是显
而易见。

首先就是费工时。“光折叠一个箱子
就要花费 1分钟多，高峰时期我们一天的
订单量上百单，人工包装就比较耗时，影
响作业效率。”老宋瓜园的包装员表示。

另外，“箱子套箱子”不仅包装成本
高，也增加了快递的重量，抬高了快递成
本。“最早一个包装盒要 16 块钱，而且因
为外包装个头大，超过了快递运输标准，
快递费就得 20 多块钱。”宋志佳表示，高
昂的配送成本无形中增加了消费者的负
担，也影响了购物体验。

而更显而易见的是，包装废弃物带来
的环境污染。据有关报道，2020 年，我国
快递包装废物总量已超 1000 万吨。2021
年，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超过 1000 亿
件，快递包装废弃物还将持续增加。

“快递包装废弃物中，果蔬销售包装
占有一定比例。”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正高级农艺师王福东介绍，好的果蔬包装
可以保护产品，起到保鲜和承载品牌宣传
的作用。但目前果蔬电商包装多使用非
绿色的塑料包装材料，可降解、可重复、可
回收的包材占比小，形成了大量的不可降
解、不可回收的垃圾。

包装需跟上产业发展要求

北京作为国内电子商务起步最早的
城市，巨大的潜力和高速增长给生鲜电商
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然而，这些电商的
生存情况也一直备受关注。

“我国现有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4000
多家，虽产品价格高于地头批发价格的 3
至 10 倍，却只有不到 1%的农产品电商盈
利，亏损或严重亏损的占绝大多数。”王福
东直言。

在他看来，造成果蔬电商效益差的主
要原因为产品非标准化、包装不合理、配
送保鲜措施不当，流通配送过程中果蔬产
品易出现失水萎蔫、黄化、腐烂变质等问
题。比如，电商“密水农家”2016年夏季蔬
菜配送损耗率最高时达到 39%，退单赔单
让张启这位新农人苦不堪言。

“品质没保障，损耗率高，造成投诉率
高，退单率高，制约了果蔬电商的健康发
展。”在王福东看来，问题的根本是由于产
品、包装、配送不规范造成的，电商企业要
想持续保证果蔬品质，应具备产品标准化
经营思路。

与此同时，电商包装对环境的负面影
响已经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
高度重视。国家邮政局已明确要求，北、

上、广等6省市快递网点要在2022年底前
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包装袋、一次性
塑料编织袋等，降低不可降解的塑料胶带
使用量，2025年年底前在全行业实施。北
京、上海也已出台垃圾分类措施，减少果
蔬包装垃圾产生数量是其中措施之一。

“目前，北京市电商销售的蔬菜总量
年约 5.5 亿公斤，电商对包装材料需求数
量大。”王福东认为，目前果蔬包装材料和
技术应用还远未达到国家绿色发展战略
要求。“如果包装技术跟不上产业发展要
求，将制约果蔬电商产业的发展。”

据介绍，果蔬由于自身活体的特性，
同时包装种类多，果蔬包装涵盖农业专业
技术，除满足包装保护商品的基本要求
外，也要有保鲜等功能，还要考虑使用成
本问题。现有标准不能满足果蔬电商产
业的需要，这就需要依靠农业技术部门通
过项目进行试验、示范，并进行推广，才能
保证实施效果，同时也可用于果蔬其他销
售方式的包装。

早在2015年，王福东就开始关注电商
销售西瓜、蔬菜、食用菌、鲜食玉米等农产
品存在品质无法保证的问题，关注农产品
的包装方式，在包装、保鲜技术上下功夫。

“我们陆续制定了蔬菜、西瓜、栗蘑、鲜
食玉米等产品的《分级包装保鲜技术规范》，
解决了这些农产品的包装、保鲜技术问题。”
王福东介绍。他强调，对农产品进行分级是
解决产品包装和保鲜问题的前提。

包装减量带来多重效益

伴随着小型西瓜在水果市场上崛起，
王福东开始关注小型西瓜的配送破损问
题。根据 2016年的调查，他发现，电商销

售小型西瓜包装破损率在8%-20%。
“通过跟踪模拟电商配送场景，我们

认为破损率高的根本原因是个体过大造
成纸箱与西瓜挤压，个体过小配送时瓜体
不稳定易撞击。”为此，王福东带领团队率
先从精细分级入手，形成“充气柱+纸箱”
的西瓜销售包装方式，西瓜大小与包装规
格匹配，解决了西瓜包装破损率高问题。
目前，电商销售小西瓜包装破损率控制在
1%以内。

为缓解农产品电商包装废弃物污染
问题，2019 年，王福东又开始研究蔬菜等
产品绿色包装技术，在保证包装基本功
能不降低的前提下，实现“减量、替代、降
成本”。

“对于过度包装，适度降低包装材料
强度，减少包材单位重量，实现减量。使
用可降解包装材料，替代不可降解包装材
料，实现替代。使用循环包装，使用植物
纤维一次成型包装，降低包装使用成本。”
王福东解释，在分析包装保护、保鲜，方便
贮运，品牌承载等功能的基础上，我们对
蔬菜、西瓜、食用菌、鲜食玉米等不同农产
品用商超、电商等不同销售方式，采取不
同的包装策略。

例如，针对西瓜“充气柱+纸箱”最常
见的电商包装方式，王福东通过分析纸箱
强度、耐湿性能和箱体重量，认为存在不
同程度的过度包装问题，而适度降低包装
重量，不会影响使用效果。

“开始想减少纸箱层数，但经过反复
试验后，认为减少每层重量效果更好，原
来基础不同减少重量也不同。”在老宋瓜
园的厂房，堆满了经过设计改造后的单粒
和双粒西瓜包装盒，王福东拿起一个对记
者进行演示。

“不对比看不出来，但实际上比以前
使用的包装箱重量减了，制作纸箱的价格
也降低了。”王福东介绍，老宋瓜园的单个
西瓜包装箱重量由360克左右降至300克
左右，包装制作降低0.2元；双个包装箱由
530 克降至 400 克，包装制作降低 0.3 元。

“今年 3-5 月示范单个减量包装 7800 个，
双个包装 16000 个，可节约成本 6360 元，
减少包装废弃物排放2548千克。”

“现在一个西瓜纸箱制作成本不到 3
元钱，快递费 7 块钱，相比之前的包装成
本、快递费用明显降低，消费者的网购花
销减少了，我们的效益也提高了。”宋志佳
表示。

目前，包装减重技术在京郊多个农业
企业、合作社应用，并取得预期效果。同
时，循环保温包装、双穗气调包装，以及生
物降解、植物纤维包装材料也已在 20 多
家电商企业推广应用，不仅保证了农产品
品质，也降低了包装材料使用总量，减少
了废弃物产生数量和碳排放量。

针对网购农产品破损率高、包装废弃物污染等难题，北京示范推广绿色包装技术——

让果蔬电商包装“瘦”下来

行业聚焦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欧阳靖雯

前段时间，“中国杨梅 60 元一颗出口
迪拜”的新闻冲上微博热搜,也带火了主
角——来自浙江仙居县的东魁杨梅。不
少网友表示，国产水果扬眉吐气了。

今年因受天气影响，作为杨梅优势产区
的仙居遭遇减产，再加上疫情导致的国际物
流成本上涨，出口的仙居杨梅价格攀升。

在国内，近年来仙居当地加强品质监
管，借助电商发展，发力冷链保鲜技术，逐渐
增强将杨梅销往全国、推向全球的底气，帮
助当地果农减产不减收。

好山好水造就仙居“仙果”

作为杨梅优势产区，“八山一水一分
田”的仙居，呈马蹄状地形，109 座千米以上
的高山留住了大量的海洋湿气，造就了仙
居杨梅的色美、味甜、个大、核小。素有“世
界杨梅在中国，中国杨梅出浙江，浙江杨梅
数仙居”的说法。2020 年 4 月 30 日，农业农
村部批准对“仙居杨梅”实施农产品地理标
志登记保护。

仙居杨梅，采摘也带有一分“仙味”。最
佳的采摘时间是凌晨，此时水汽蒸腾，在果
子上凝成晶莹露水。待到晨光微露，破晓的
阳光与凝挂的露水充分融合时，杨梅的口感
达到了最佳。每年杨梅季的凌晨时分，仙居
杨梅山上都是“灯光点点”，灿若星河。

鲜美的杨梅凝结着果农一年的辛勤努
力。“就拿当下来说，给果树浇水降温就有好
多技巧。”当地果农 90 后郭帅，从 17 岁开始

接手管理家中的果园，到现在已经有 15 年
种植经验，如今已成可心杨梅基地负责人。

分享起独门秘籍，郭帅滔滔不绝：“浇水
要在傍晚到夜间进行，避免因白天时气温过
高烫伤根系；浇水时要把根部土壤都浇透，
绝不能‘厚此薄彼’。杨梅土壤最佳生产酸
碱度为 4.5 到 5.5，如果低于这个数值，意味
着土壤酸性过高，需要减少有机肥释放量，
增施化肥；如果数值过高，就要追加由羊粪、
兔粪等沤制而成的堆肥。”

除此之外，除草、防病、除虫、剪枝……这
些活儿件件都要用心。即使到成熟前夕，
还要进行疏果。疏果得当，果实才有理想
的品相。

据悉仙居全县杨梅种植面积14.2万亩，
投产面积 13.5 万亩。2021 年全县鲜果产量
10.7 万吨，鲜果产值 10.1 亿元，直接促进梅
农户均增收3.2万元。

冷链保鲜卖全国销世界

“出口 60 元一颗的是我们家的杨梅。”
仙居县仙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吴
佳臻告诉记者，今年由于受疫情影响，海外
航班减少，较高的运输成本导致杨梅价格水
涨船高。“海外出口的杨梅运输成本占去总
成本约一半，乒乓球大小的东魁杨梅主要面
对高端客户需求，加上今年东魁杨梅在授粉
期气温过低，减产明显，推高了价格。”

今年是吴佳臻从事杨梅出口的第三
年。2020 年他偶然在朋友圈分享家乡仙居
杨梅，不少在国外的朋友看到后都找上他，
希望能“尝鲜”。吴佳臻这才发现，杨梅在国

外还是小众水果，但海外华人的消费需求还
是“非常稳定的”。得益于过去跨境电商的
经验，他打算出口杨梅试一试。

出口第一年，他心里也“打鼓”。据吴佳
臻估算，想要跑通国外订单，得确保杨梅从
树上采摘，到冷藏、打包发货后 48小时内送
达海外才行。“这个难度可不小，就是得在保
鲜上肯下成本，跟时间赛跑，加上全程冷链
才行。”2021年，吴佳臻共出口了19批，每批
大约1000斤。

最近几年，杨梅冷链保鲜技术蓬勃发
展，让越来越多仙居果农有了把杨梅销往全
国、推向全球的底气。在当地 90 后果农郭
帅的种植基地，每一颗从山上采摘下来的杨
梅先迅速用冷风吹干表皮水分，再经过一道
手工挑选分装，送入冷库，冷藏 2-4 小时彻
底降温，真空锁鲜再配上方砖大小的冰块打
包，等待特快物流送外地。

仙居“仙果”，吃的就是一个鲜字。“杨梅
放不住，凌晨腾起的水汽与白天光照带来的
甜分融合，口感会达到最佳。”郭帅说，采摘
下来的杨梅得迅速用冷风吹干送入冷藏室，
并马上包装，进入运输链，才能最大限度保
持“仙”气和“鲜”味，江浙沪次日达、一般城
市双日达的特快物流，基本上可以完美保障
杨梅的新鲜口感。

控品质做好标准化生产

“电商平台的加入对保障我们农户收
入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以前经销商说
收购价多少就是多少。现在我们可以跟经
销商议价，这是电商给了我们保底价后的

底气。”郭帅说，今年杨梅大幅减产，市场行
价已从去年 40 元一斤涨到今年 70 元一斤，
电商收购时，梅农的统销价每斤还能上涨 3
到 4元。

为了保证杨梅品质，开网店卖杨梅的90
后小伙傅疆伟在仙居县埠头镇设置集中收
购点和包装点，实现货源地直采直发。因为
价格给的公道，周边的梅农们都愿意把杨梅
卖给他。在拼多多平台上，傅疆伟高峰时期
一天能卖出 3000多单。“每天一上架都是秒
单。”傅疆伟说，今年的销售成绩给了他信
心，决定下一年加大投入。据了解，今年拼
多 多 平 台 杨 梅 销 量 相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30%-40%，而仙居杨梅销量增长20%左右。

电商销售口碑最重要，而对鲜果来讲，
水果的品质就更为关键了。“在杨梅采摘前
30 天，我们就禁止在树冠上喷施任何农药
了，确保‘统一用药、统一时期、统一浓度’。”
杨梅采摘期间，仙居县杨梅质量安全监管员
会在各地杨梅林明察暗访，确保杨梅品质优
良、真正做到监管全覆盖。

质量是生命线，这一点在杨梅产业上体
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说，我们的杨梅质量成
就了仙居如今的杨梅产业链和‘仙居杨梅’
的品牌。”仙居县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督管理科科长吕君连说。

“在生产种植环节落实好标准化生产工
作，是实现杨梅稳产、高质、可持续发展极为
重要的一环。”吕君连介绍，这几年仙居不断
加强杨梅质量安全生产标准推广应用，引导
果农应用绿色防控技术，全面提升了县域内
规模主体的标准化生产水平。

国 产 水 果 何 以 扬 眉 吐 气
——仙居杨梅借助电商销售减产不减收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欧阳靖雯

在上海光明母港垂直农业研究中心，一个个陈列的集装箱看
着平平无奇，但进入其中，却别有洞天。这是一个小型的生菜生
产车间。种植架被划分为三或四层，每层都装有种植托盘。托盘
中的营养液通过管道与控制台相连，可以长期保持设定的浓度。
集装箱的金属外壳并不透光，作物将在人工定制的光与液中，按
照计划生长。

8月 9日，拼多多、光明母港（上海）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光明母港”）、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大学宣布联合启动2022光
明多多垂直农业挑战赛暨第三届“多多农研科技大赛”，即日起至
8月26日，选手们可通过大赛网站在线报名。

区别于前两届，本届大赛将场馆搬到了上海崇明的集装箱农
场里。在没有土壤与日照的条件下，参赛团队需要精细调控温、
光、水、肥、气，挑战两个月内，设计、优化智能算法，以更低能耗、
更短时间，种出更高产量、更好品质的生菜。

今年，大赛首度与光明母港合作，在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的指导下，由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处及上海市农业科学院提
供技术支持，探索现代城市农业的创新解决方案。

“大赛落地上海是对上海以及周边地区现代农业发展新模式
的有益探索。”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总经济师施忠在当天的启
动仪式上表示，希望“多多农研科技大赛”能够长期举办，持续为
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的研发和推广开展积极的尝试。

拼多多副总裁戴志辉认为，这是一个展示新生代农人比拼农
业新科技运用的平台。“通过大赛，我们将自然的恩惠与人类的智
慧、技术平衡地结合，将大赛成果转变为易于掌握的规范标准和生
产模式，使更多人了解农业发展、感受种植乐趣、享受绿色生活。”

本届比赛将由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大
学、联合国粮农组织、上海农业科学院等多家农业科研、高校及企
业的十余位专家担任评委及科学顾问，为参赛选手提供智识支持
以及公正、科学的评判。

除了专家评委，本届大赛还希望引入“大众评委”。研而优则
“市”，决赛团队种植的优质生菜将登录拼多多平台进行销售，广
大消费者可拼单购买这些植物工厂生产的“赛博生菜”。同时，大
赛还会邀请消费者体验试吃，他们的感官测评和反馈也将作为评
比“AI菜王”的参考指标之一。

“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人正在投入
农业发展中，更多运用新兴科技推动农业加速发展。第三届‘多
多农研科技大赛’的舞台欢迎他们！”戴志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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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浙江台州市黄岩区新前街道充分发挥区域生态优势，通过“党建联盟+
合作社+乡贤+农民”经营模式，引导村民引进葡萄品种，发展绿色高效生态农业。
图为近日，在新前街道项氏家庭农场，党员志愿者帮助果农网络直播销售阳光玫瑰
葡萄。 林舒莹 王敏智 摄

□□ 梁华 孙维桃

眼下正值清香可口奈李的丰收季。
前不久，在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甘棠镇龙峰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
村妇女主任、芳妹几家庭农场主李方方
正在电商直播平台推介从农场种植园采
摘的新鲜奈李。

“农场生产出的奈李，果大核小、爽
脆、清甜多汁……”一场娴熟的直播带货
下来，200余单的奈李顺利成交。

李方方农场里出名的不仅是奈李，
还有采用生态方式种植出来的生姜、藠
头、辣椒以及纯手工加工好的剁椒、霉豆
腐、酸萝卜等农家美食。这两年，随着农
村电商的飞速发展，今年 35岁的李方方
赶了趟“时髦”，成为当地“网红主播”。

“自从我的家庭农场在网上建立‘芳

妹几’销售店以来，没想到效果好、效益
高，现在快递物流方便，家门口就有快递
点，在手机上下单，物流公司上门收件，
最快当天就能到。我在农场只管备货和
发货。”李方方乐滋滋地介绍。

目前，全县像李方方一样，越来越多
的农民、创业者在做好农产品生产的基
础上，纷纷加入农村电商，做起了“网红
新农人”。

近年来，靖州以县域优质资源为基
础，以电商平台为有效抓手，通过搭建
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构建县域电商
生态链，开创了电商、村集体、农户多赢
局面，实现了“生产端”到“销售端”的转
变。目前，全县共培训出初级电子商务
师 186 人，建立 124 个村级农村电商服
务站点，实现电商销售额超亿元，带动
了 10000多户群众增收。

湖南靖州

电商助力“种得好”也“卖得火”

山东莘县王奉镇返乡青年创办的当代知青公社，以基层党支部为媒，引进企业技
术团队入驻，开展电商运营培训，为有志创业者提供平台。对原有的直播散户、店铺
提供全方位孵化运营方案，为电商企业节约快递成本，整合各物流网点，并邀请多家
快递公司统一入园，快递集约式管理打造三农云仓。图为公社成员正在直播带货。

徐耀澳 杨瑞娟 摄

电商助农

在北京大兴区老宋瓜园包装车间里，工人们正在打包西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