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高晋

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山东青岛市
莱西市七星河新村村民史维享的网店生
意面临“阵阵寒意”。但史维享并不灰
心，他准备在年底之前完成厂房装修和
设备升级，在“冬藏”期积蓄力量等待春
天的回归。

产业发展离不开金融活水浇灌，史
维享的底气是农业银行青岛分行给他的
20万元贷款，这是他做“玉米饼子”电商
生意以来的第一笔贷款。

大专毕业之后，史维享“走南闯北”，
在广州等大城市从事电商运营工作。
2020年，他辞职回到老家并萌生了创业
的念头。因妻子喜欢吃母亲做的玉米饼
子，史维享便想到把玉米饼子搬到线上
销售，没过多久他的网店便打开了销路。

高峰时期，史维享的网店每天可以
卖出 300 多单。平时，自有资金便可支

持购买原料、支付工人的工资等。但今
年以来，疫情多点散发，物流受到冲击，
导致部分订单无法发货，营收较以前少
了一半。

如何突破疫情的限制？史维享认
为，只有进行产品和包装的升级，扩大产
量和销售范围，玉米饼子店才能经受住
暂时的风雨。当农业银行青岛分行把对
七星河新村村民创业的支持政策送上门
的时候，犹如雪中送炭，“青岛农行批复
的 20 万元的授信额度，贷款利率不到
4%，而且随用随借，如果暂时不用，不必
承担利息压力。”

如今，在莱西市七星河新村，除玉米
饼子外，还有石磨香油、史家烤鹅、谷蔬
挂面、秋葵粥道等特色商户被农业银行
青岛分行授予重点支持示范户。越来越
多的莱西“玉米饼子”等特产正整装待
发，通过线下渠道和电商平台让更多消
费者熟悉莱西味道。

山东莱西

电商新农人把“玉米饼子”销往外乡

业界动态

2022年12月1日 星期四

见习编辑：郭诗瑀 胡燕俊 新闻热线：01084395098 E-mail：nmrbdianshang@126.com 农产品电商 5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欧阳靖雯

在“汾酒之乡”山西省汾阳市郊，一
条价值 4600 万元的生产线隆隆作响，正
在加工由著名谷子育种专家陈瑛历时 19
年育成的“晋谷 21 号”。这是山西汾都
香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贾景
敦去年引进的设备，13 道大工序，36 道
小工序，只需一人点击鼠标便能完成。

从 1993 年购入第一台需要一边加
工一边吹电扇以防出米口被黏住的设
备至今，贾景敦从“小贾”熬成“老贾”，
不变的是他的追求——“用最好的设备
加工出最好的‘晋谷 21 号’小米。”

不同于普通的黄小米，“晋谷 21 号”
油性大，碾出的米粒金黄通透，熬成的
小米粥包裹着浓稠的米油。在 1992 年
首届中国农业博览会上，它从参展的 36
个谷子品种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冠。

不过，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小米并
不被市场接受。金黄的色泽被质疑染
色，油性太大被认为是变质，甚至还有
人将之视为“鸟食”。直到最近几年，通
过电商平台，“晋谷 21 号”才实现了“卖
全国”。今年“双十一”当天，贾景敦团
队在线上就卖出了十多万单。

汾阳小米闯南国

“晋谷 21 号”通过审定的第三年，22
岁的贾景敦开起了小米加工厂。通常，
谷子需要经过脱粒、碾皮等工序才能变
成小米。彼时，山西农业大学经济作物
研究所（以下简称经作所）不仅培育优
质品种，还推进成果转化，尝试加工小
米。贾景敦是效仿者之一。

创业伊始，贾景敦前往陈瑛担任技
术顾问的经作所小米加工厂取经。那
天，他初遇“晋谷 21 号”。这一见，他成
了它的忠实推广者。陈瑛给他们加工
的“晋谷 21 号”取名“汾州香”。贾景敦
以之为榜样，称自己加工的“晋谷 21 号”
为“汾都香”。

在“小杂粮王国”山西，作为“百谷
之长”，小米是乡土的根与魂。让当地
人接受一种小米新品，难度并不大。起
初，贾景敦每天骑着摩托车四处送小
米。很快，摩托车装不下，他换成了四

轮车；又过了一阵子，四轮车再次变为
二手的五菱汽车。伴随交通工具的升
级，“汾都香”也在吕梁、太原等地推广
开了。

但贾景敦并不满足，他希望将汾阳
小米卖向全国。2004 年，他背起谷子，
勇闯深圳。那里高楼林立，车水马龙，
一派繁华景象。他准备让懂得消费的
深圳人先吃上真正的好小米。

不过，当他掏出千里迢迢带去的米
样，农贸市场的商贩讥诮道，“这是鸟
食，我们这里不吃。”一连去了几个市
场，得到的反馈大同小异。

但他并不气馁，辗转找到一家大型
商超的负责人，央求其试卖。对方以没
有品牌、油性太大等理由拒绝，但挨不
住贾景敦“难缠”，这位负责人只能允许
他进场推广，但费用是一天 500元。

于是，贾景敦每天早早赶到摊位，
煮上一大锅小米粥，卖力地招揽顾客
试吃。但忙活了一个月，也没能卖出
多少。

其间，店长更是三番五次地劝他别
卖了。“我大老远到这里不容易，请让我
再试一试。”贾景敦撩起袖子，双臂上有
红疹消退的印迹，这是他克服南方潮湿
天气的“勋章”，“我一定能够克服更多
困难。”

店长看着执拗的贾景敦，改变了主

意，“那就再试一个月，每天 300 元。”接
着，贾景敦调整策略，开始免费赠送一
些 试 吃 的 小 米 ，逐 渐 培 育 了 第 一 批
用户。

凭借不屈不挠的精神，“大龄深漂”
贾景敦带着“晋谷 21 号”在深圳艰难却
坚定地扎下根来。不久后，他又去了广
东、福建……经过 8 年的开疆拓土，终
于，他搭建了“汾都香”的全国经销体
系，销售规模也攀升到了亿元级别，而
这成了他触及的“天花板”。

可仍然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这种黄
小米，2012 年，贾景敦做了一个决定，到
线上实现做大汾阳小米的梦想，可等待
他的却是五年阵痛。“我们从零开始，投
入了很大的财力、人力，甚至专门去杭
州租写字楼‘攻坚’一年，但梦想终究只
是梦想。”

六成销量看电商

2016 年，贾景敦的女儿贾雅楠背着
父亲偷偷开了网店。在她“打地基”的
2017 年到 2018 年，正值拼多多平台规模
快速增长的时期。受益于“拼购+产地
直发”的平台模式、“农产品零抽佣+百
亿补贴”的政策扶持，她很快发现，一个
超越想象的市场似乎就在前方。

在这里，出众的米色、浓稠的米油、
清 新 的 米 香 成 为 用 户 交 口 称 赞 的 优

点。最初是几百条好评，接着发展到几
千、上万。至今，一款销售当季新小米
的链接，光好评就有“10 万+”。而这些

“活广告”恰恰说明了科技的无穷力量。
与此同时，根据后台数据，贾雅楠

还针对不同市场调整产品，多规格多品
类拓宽产品线。例如，面向广东市场，
他们就将小米与其他五谷搭配销售，

“如今，最爱买我们小米的就是珠三角
的用户了。”

为从源头保证原粮品质，2017 年，
“汾都香”与经作所共建种业公司，专门
负责“晋谷 21 号”的原种提纯、繁育和推
广。同年，他们还与当时吕梁市石楼县
的贫困村签订了 1 万亩小米培育基地合
同，承诺全部收购。

从品种繁育、基地种植、工厂加工
到线上销售，打通整条产业链后，一对

“父女兵”夯实了优势壁垒。而订单全
面爆发出现在 2020 年疫情之后，日均拼
单量很快从几千上涨至几万。“那年‘双
十一’，我们在拼多多上卖了 10 万单。”
贾雅楠说，目前，公司六成销量都依靠
电商。

今年以来，为帮助农业科技成果有
效对接国内大市场，拼多多增大投入，
加快农业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
爆品的转化。作为重点扶持对象之一，

“晋谷 21 号”小米持续热销。在第四届
超级农货节上，“汾都香”黄小米更是一
举夺得“非水果农产品畅销榜”第四名。

尝到甜头的他们也更有动力推动
科技成果转化。例如，陈瑛的儿媳接过
她的衣钵，正在选育能够抗除草剂的升
级版“晋谷 21 号”。“一旦培育成功，我们
会第一时间繁育、种植，尽快上线销售。”
汾都香种业公司的负责人李文忠说。

作为公司负责人，李文忠的办公室
就在经作所。所里的研究员喜欢问他
关于市场与用户的问题，而他也经常拜
访许多教授的实验室，看看有什么可以
转化的新成果。

“做农业不容易。但想想黄土高
坡、沟壑纵横、干旱贫瘠这种对人类极
不友好的条件，却能孕育出真正优质的
谷子，它的存在便是大自然对我们的鼓
励。”李文忠说。

汾阳小米何以实现线上转型

电商助农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晶晶

“鲜衣怒马，雪地娇龙”是当地人对贺娇
龙的形容。“除了自豪，更多的是时刻提醒着
我对新疆伊犁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当被问
及对这个形容的看法时，贺娇龙诚恳地说。

贺娇龙是伊犁州文旅局副局长，伊犁州
昭苏县是她最难以割舍的家乡。昭苏县总面
积1.12万平方公里，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农
牧结合的边境县。如何推广昭苏的美景好
物？如何促进家乡建设？贺娇龙时常望着白
皑皑的雪山和一望无垠的草原陷入沉思。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伊犁旅游业受到

重创，大量农副产品严重滞销。伊犁州组织开
展“县领导+主播+产品”的视频直播农产品带
货活动，要求各县市选派1名县领导和1名主
播参与活动。因分管农业相关工作，最熟悉的
领域又是农业农村，时任昭苏县副县长的贺娇
龙便领到了这个“完全陌生的重任”。

第一次直播时，贺娇龙虽然已经认真准
备了，但毫无经验的直播话术加上缺乏与镜
头交流互动，直到直播结束也只有寥寥无几
的观众观看。自那以后，她便将自学电商直
播课程纳入了规划。在不耽误工作的情况
下，每天早上在上班前坚持学习直播课程两
个小时，下班后就开直播推荐当地的农副特

产，慢慢积累经验。
半年之后，贺娇龙的账号拥有了50万粉

丝。2020年11月，她的一段策马雪原的视频
在全网播放量突破6个亿，账号粉丝涨到100
万，她成为了大家口中的“带货县长”。

在意外走红后，贺娇龙最想做的就是
能够利用好这个来之不易的流量，把优质
农产品推销出去。她认为有公职人员身份
背书，更要对得起网友的这份信任，保障产
品质量，不忘初心，为伊犁的发展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

2021年，贺娇龙从伊犁州昭苏县副县长
调任伊犁州文旅局副局长，而她的电商团

队，也由三个人的“游击队”发展成为 20 多
人的“正规军”。“这一年我们直播带货的销
售额已经突破了 2.1亿元，带动直接就业人
数 2300 多人。而今年，我们实现了月均带
货1200万元。”贺娇龙介绍。

对于伊犁未来的发展，贺娇龙希望能把
流量转化到当地其他公职人员、企业和牧民
身上。“我一直相信，伊犁州就像是等待被挖
掘的宝藏，我希望让更多人了解伊犁，让这
里的优质农产品能像‘五常大米’‘阳澄湖大
闸蟹’一样具有知名度，就像那句耳熟能详
的歌词‘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
场’。”贺娇龙说。

贺娇龙：直播带货推动伊犁农产品走出去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欧阳靖雯

近日，商务部发布了《中国电子商务
报告 2021》，其中第四章《农村电子商务
报告》对农村电商的发展新亮点、存在问
题和未来趋势做了分析。《报告》指出，虽
然我国农村电商规模稳步增长，但仍面
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分地区看，2021年东部地区实现农
村网络零售额占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的
78.7％；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占比分别仅
为 13％、6.5％和 1.8％。分省份看，零售
额前十位省份东部地区占了六位。其
中，浙江省农村网络零售总额占全国农
村网络零售额的33.7％。

《报告》还提出，农村电商赋能农业
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仓储、营销、配送、
追溯等环节之间的“数据孤岛”现象亟待
解决；农村电商品牌化水平亟待提升；分
级分拣加工设备、冷链物流仓库等农村
电商新型基础设施亟待完善。

农村电商 B2B 成为发展热点。《报
告》认为，农村电商 B2B 是农业产业数
字化的核心环节，将成为农村电商转型
升级的重要方向。我国农村电商 B2B
平台数量少、体量小，面对传统商贸企
业话语权较弱。2021年，农村电商B2B
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农村
供应链体系的数字化将推动农村电商
B2B快速发展。

商务部

农村电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

□□ 赵立宇

“上半年，我们一共培训了 366位电
商从业者，有效解决了新老电商发展中
遇到的问题。”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组织
员陈笑笑介绍道。

近年来，温岭市充分发挥互联网企
业党组织的政治、资源优势，围绕汇富春
天电商产业园及周边村社，打造“一点
红、多点亮”红色电商示范圈。通过搭建
直播人才培训平台，邀请专业讲师和本
地电商达人，为创业青年开展选品、营
销、售后等培训，提升致富能力。

泽国镇“红网共富工坊”依托区域性
电商党建联建，选拔一批党员和入党积
极分子，组建红色电商导师团，为村社青
年开展电商课程培训 15场次，助推光明

村、横径村等 12个淘宝村的电商数量同
比新增近 100 家，销售额同比增长 7000
万元。

今年以来，浙江省温岭市探索党建
引领“共富工坊”建设，以“电商+平台”

“旅游+文创”等方式，推动企业、村级党
组织、农民三类主体深度融合，助力乡
村低收群体就业增收。目前，已建成

“共富工坊”69 家，吸纳农村就业人数
1880余名。

据悉，温岭市还通过文旅式“共富工
坊”，带动包括手艺人、居家妇女等在内
的村民参与文创产品的加工，帮助农民
在家门口增收。石塘镇“巾帼共富工坊”
立足本地非遗文化，推出奏鼓盲盒娃娃、
七夕人偶等 16项等非遗文创产品，总销
售额达20余万元。

浙江温岭

“共富工坊”助力打造红色电商示范圈

□□ 王倩

近年来，山东聊城高新区在乡村振
兴的实践过程中，抢抓农村电商发展机
遇，让电子商务的成果惠及百姓，带动农
民持续增收。

围绕“乡村振兴、农民创业、家乡发
展”的核心目标，聊城市高新区打造了

“直播电商产业园”项目，提供直播带货、
云招聘、云招商、云推介、云签约等服务，
形成了多元化、差异化、特色化的园区发
展格局。同时，还启动了“种子计划”和

“指尖新农”计划，培育农村电商人才，
2021年以来，全区共开展农村电商培训
49 次，累计培训农民电商 6000 余人，指
导开设线上店铺 400 多家，全年累计实
现线上销售额超 10亿元，有效拓宽了农
民致富新路径。

目前，聊城市高新区已初步形成了
“电商+产业基地+农户”的新模式，2021
年以来开展“电商节”“农货节”等直播
200多场，为农产品销售开辟了新途径，
呈现出“足不出户，产品销全国”的良好
态势，激活了人才振兴的“新引擎”。

山东聊城市高新区

电子商务带动农民持续增收

日前，受疫情影响，浙江省桐乡市石门店镇瓜果销售面临困境。邮储银行桐乡市支行
坚持普惠金融发展政策，助力乡村电商农产品销售，帮助当地消化滞销瓜果1000多公斤。

图为邮储银行桐乡市支行相关负责人赴浙江省农学院凤鸣街道蔬菜研究基地开
展调研。 沈佳怡 摄

地方实践

圆桌论坛

从家庭小作坊到山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贾景敦一路拼搏。他说，认定的路，心
无旁骛，“做百年农业，创百年品牌”。 郭佳 摄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电子商
务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
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作为数实融合的重要结晶，农
村电商不仅能够贯通生产与市场，联接城
市与农村，而且在促进消费、扩大就业、推
动经济增长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随着商业模式的转型升级，
以直播为核心的新一代电商迅猛发展。
相关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
达2.05万亿元，同比增长11.3%，是数字经
济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领域之一，农村电
商已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手段。因此，各地应充分认识到农村电商
的广阔前景和积极作用，以数字经济发展
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农村电商更快发展、
更深拓展、更大提升。

做大做强农村电商经营主体

紧紧抓住农村电商经营主体这个“牛
鼻子”，以“描点、连线、成面”的立体化培
育模式助力各类主体快速发展壮大。

一是建设农村电商产业集聚地。鼓
励各地建设综合性的县域电商产业园区，
设立农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着力完
善企业孵化、人才培训、仓储物流等配套

服务，吸引具有发展潜力的各类农村电商
主体落户园区，逐渐形成强力的带动示范
效应。

二是打造农村电商优势产业链。引
导龙头企业聚集农村电商产业链上下游
资源，通过互联网技术和市场化手段，将
小农户、合作社纳入规范化、标准化、集约
化的生产经营系统，形成协同高效、利益
共享的产供销体系。

三是培育农村电商特色产业集群。
选取有基础有规模的乡村主导产业，建立
由龙头企业、小型经营主体、互联网企业
等多主体参与的利益联合体，加强资金、
技术、信息支持，打造特点突出、实力强
劲、关联度高的农村电商产业集群。

精心打造农村电商县域品牌

实施品牌强农战略，构建“品牌支撑+
IP引领+平台推介”的品牌培育机制，充分
发挥品牌的赋能引领作用。

一要找准品牌定位。依托县域优势
产业，推进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建立
农村电商区域公共品牌，形成“公用品牌+
企业品牌+产品品牌”的完整支撑体系。

二要丰富品牌内涵。深入挖掘本地
历史文化资源，融合流行元素，找到其与

农村电商产品的最佳结合点，探索推出具
有故事性的原创、爆款IP，结合营销手段
提升农村电商品牌价值。

三要强化品牌宣传。发挥商务、农业
农村等部门牵线搭桥的作用，帮助经营主
体对接电商平台，组织企业在抖音、快手
等平台联动宣传。定期举办各类产品博
览会、推介会，吸引全国各地的采购商、数
字营销机构线上线下对接，不断扩大农村
电商企业及产品知名度。

加快培育农村电商人才队伍

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以
更大力度吸引人才、培育人才、用好人才。

一要改善人才缺乏的痛点。完善农
村电商创业扶持政策，鼓励乡村本土人才
运用新型电商进行创业，积极引导各类人
群回乡发展，通过“内生外引”的方式，催
生一批“乡创客”“田秀才”“土专家”。

二要攻克人才培养的难点。推动各
地大中专院校与电商企业建立人才培养
合作机制，设立企业实训基地，培养熟悉
电商创业各个环节的综合型人才。

三要打通产研结合的堵点。建立农
村电商创业导师队伍和乡村产业专家顾
问团，开展“师带徒”“结对子”帮扶活动，

为农村电商创业者提供精准指导，打通理
论和实践的界限，解决电商培训与实际需
求脱节的问题。

大力优化农村电商发展环境

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统筹协调，着
力解决农村电商融资难、技术弱、行业乱
等突出问题。

一是在强化金融支持上出实招。引
导银行和金融机构加强产品创新，探索推
出系列乡村振兴信贷产品，有效破解涉农
企业及项目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二是在打牢技术基础上下功夫。由
政府牵头推动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深入
合作，搭建“产、学、研、用”四位一体的协
同创新平台，推动电商企业生产加工环节
优化升级。

三是在增强法治保障上做文章。严
厉打击以“职业打假”为名义的“碰瓷行
为”，保护农村电商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创
新积极性。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建
立农产品生产流通追溯体系，提高对农村
假冒伪劣商品的打击力度，切实保障农村
电商健康平稳发展。

（作者系农业农村部赴山东省莒南县
兰花墩村挂职干部）

抢抓数字经济机遇 推动农村电商发展
孟德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