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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欧阳靖雯

“碰上年货节，订单量明显增加，每天
要出 4 万斤。”拼多多店铺“老同学蛎洱
海”的负责人吴东估算，峰值时，这个数字
可再翻一番。

这些天，在“老同学蛎洱海”的生产车间
里，不断有数万斤新鲜生蚝运来。经高压水
枪冲洗后，生蚝“躺”上了流水线。传送带上
有称重装置，不同规格的牡蛎，途经不同区
域时，自动落入不同的筐内，由此便完成了
分拣。再经数小时的净化和冲洗，这得天独
厚的美味，就会发往天南海北的餐桌，让消
费者在家就能“一口吞下一片海”。

今年是“老同学蛎洱海”团队奋战的
第四个年头，其团队销售的乳山生蚝，已
占当地线上总销量的五分之一。虽在备
货和物流方面下足了功夫，吴东仍要每日
盯紧生蚝品质、发货包装、发货重量，一一
查验无误后才能安心。

一口北纬37°的肥美

“冬至到清明，蚝肉肥晶晶”，一直以
来都是胶东沿海流传的俗语。相比于南
方，位于北纬 37°的乳山生蚝有着更久的
生长周期。加之海域营养物质的增长，使
得冬季的乳山生蚝体内积蓄的营养成分
更多，肉质愈发肥美，口感也就愈发鲜甜。

都说“入市子鱼贵，堆盘牡蛎鲜”，靠
养殖致富的乳山渔民们，对生蚝有着更为
形象的描述——“海中牛奶”：接近牛奶色
的蚝肉，入口的滑嫩伴有淡淡的乳香，肉
质的甘甜夹杂海水的鲜香。

搁几年前，外地老饕要品尝到新鲜地
道的乳山生蚝，离不开像吴东这样在电商
平台拓展销路的弄潮儿。

靠海吃海。22 岁辞掉了电焊的工作
后，吴东摆过小摊，卖过水果，又转战生蚝。

吴东起先有点“憋屈”。他一口气就
把新厂房建起来了，期待中的爆单，却来
得没那么快。“销量一直很低迷，每天 10
单 20单，入不敷出。”市场虽暂不如意，吴

东选择坚持，等待时机。
有人把养生蚝类比酿葡萄酒，就是因

为生长环境对肉质和风味有影响。生蚝
品种一般以生长环境或产地命名。吴东
说，产地不同，滋味口感也不尽相同。

包鲜、包活、包肥，俗称生蚝界的“三
包”。“三包”却受运输困难、货架期短、季
节性的影响明显。生蚝本身的活鲜特性
对于清洗处理、打包发货和物流配送等各
方面都有严苛要求。

“当时，平台的工作人员找到我们，询
问我们的发货能力和发货质量，耐心给我
们讲解了生鲜发货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吴东回忆，单讲打包一项，就因收货地域
而异，“像南方温度高，必须放置冰袋”。
让吴东没想到的是，这一触“电”，店铺从
日销400单，直接突破到日均5000单。而
在整个乳山市，电商年销售生蚝达 3 亿
斤，电商销售额30亿元以上。

品控标准成破局关键

不过，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国内生蚝
的高端市场几乎被贝隆、吉娜朵、熊本等
国外品牌垄断。如何让乳山牡蛎走向世
界，是产业面临的困局。

“蠔相黏为山，百十各自生”，说的是
层层叠叠生长在一起的生蚝。侧面也反
映出，乳山生蚝养殖生产集中度较低，既
没有统一的生产端口，也没有权威的品控
标准，让品质稳定性受多方掣肘。

破局关键，在于标准。
近年来，乳山市联合中科院海洋研究

所、山东省海洋资源与环境研究院等科研
院所制定了省级地方标准及生产标准，还
在示范区内采用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
一标准、统一运营措施。

吴东是在乳山大力发展生蚝产业时入
局的。无论是选址建厂还是采购设备，“老
同学蛎洱海”团队没少借鉴同行、请教渔
民。从货源质量到打包发货，问题层出不
穷；从浅海育苗到深海发育，处处都有门道。

不单是生蚝的养殖环境、海水的温度、

盐度，拉到厂房后净化的温度、盐度也必须
注意。净化池建多大，放多少水，应该打多
少出氧口，这些都是有讲究的。“印象最深
的，是一开始没有盐度合适的海水井，前前
后后打了 5口井，终于打到合适的。”久而
久之，吴东俨然成了半个专家，对生蚝的生
长习性，甚至是海潮洋流活动，了如指掌。

随着标准的建立，品质不断提升。乳
山生蚝走红，市场供不应求。目前，乳山
生蚝养殖海域面积 60 万亩，年产量 50 万
吨，产值 50 亿元，上下游有效带动 2 万从
业者年均增收近12亿元。

受利益驱使，一些外地商家也打出乳
山生蚝的旗号。当地人也心生忧虑：对消
费者而言，吃到的生蚝真的是乳山生蚝
吗？它出自哪片海？又是谁家产的？这些
疑问，一张标签就能解答。

从“老同学蛎洱海”店铺发出的乳山生
蚝，每箱都贴着“防伪+可追溯+地理标志”
三合一的可追溯标签，这是它们的“身份
证”。乳山市上线了生蚝防伪溯源管理系统
平台，实现了生蚝全程可追溯、流程可查询。

如今，乳山生蚝的国内鲜品市场占有
率和高端市场占有率均位居前列，单冻牡
蛎肉、半壳牡蛎、牡蛎肽等产品畅销日本、
韩国等15个国家和地区。

即刻发货与时间赛跑

壮阔的碧海沃野中，不时有捕捞船从
远方驶来，隆隆机声，惊起一群海鸥。年货

节来了，每天清晨，吴东都得赶早去收蚝。
一旁，武华林娴熟地撬开蚝壳，乳白

多汁的生蚝就弹了出来。观察一番后，他
给出了意见：“这批三倍体肥度不错，都要
了吧。”

武华林，人称“生蚝养殖知识大全”，
是团队里的“质检担当”，他凭借口感就能
分清生蚝品种和养殖时间、所处海域。“我
们为大家挑选的生蚝，保证品质。”

另一边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卖力介
绍，“乳山生蚝是为数不多的能保证鲜活
发货的海产品，只有更快的速度，才能保
证更新鲜的品质，所以我们的生蚝都是当
天捕捞后即刻筛选、发货……”引来大量
围观和下单。

“这个价格能吃到这种品相的生蚝，还
是很惊喜。”“每一只都是活的，品质不错，肉
也饱满，性价比很高了。”……吴东时不时翻
看店铺反馈，如潮的好评让他心里踏实。

进口生蚝的价格动辄几十上百，可吃
起来一口一个的生蚝，不吃个一打半打
的，哪能尽兴？年货节期间，个头大的乳
山生蚝在拼多多上“论个卖”不过三四元，
个头小的不足一元。

据悉，年货节期间，乳山生蚝已被列
入 2023年“多多年货节”活动重点扶持的
地理标志农产品行列。拼多多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全力激发和匹配春节新消费浪
潮，推动各大原产地把握年货销售旺季，
开拓全国市场。

线上年货节火热进行中，乳山生蚝网店日销4万斤——

在家也能“一口吞下一片海”

电商助农

近日电商年货节大促上线，乳山生蚝的订单量明显增加，工人发货打包，与时间赛跑。
刘铁威 摄

2023年春节即将来临，不少家庭
年货准备正在火热进行中。忙碌一
年，过个好年，是每个中国人刻在骨子
里的传统和期盼。随着时代的发展，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习惯靠网购置办年
货，用小小的包裹传递浓浓的亲情。
不少电商平台已陆续开启“年货节”，
为置办年货的热烈氛围持续“添火”。

有人说如今的年味变了，其实是
每个时代投射在春节的景象变了。
不是年味淡了，而是年货的种类、过
年的方式变了。

随着农村电商的蓬勃发展，年货种
类不断丰富，除了干果、糖果、糕点等传
统年货，广西荔浦芋头、山东乳山生蚝、
天津狗不理面食、福建佛跳墙等具有地
方特色的美食正超越地域限制，出现在
全国人民的年货清单上。不少电商平
台和物流公司宣布“春节不打烊”，也延
长了置办年货的时间，让更多人从担心
囤不够到适量多次地轻松备。

电商还改变了乡村的过年方式，
城乡年货采买已经从过去零散的线
下模式，转变为线上一站购。城市下

单，老家收货成了越来越多人的年货
新习惯。过去主要靠线下商超、市
场、百货店置办的各式年货，如今基
本都能在电商平台一站购齐，通过持
续下沉的物流抵达老家，减少了春运
路上大包小裹的拖累。从集市、超市
到网购，三个不同的地点，承载年货
置办方式的演变，勾勒出高效率、高
便捷的现代生活。

如今，线上“年货节”也成了小镇
农创客们的销售“黄金”季，农村电商
的店家们正忙着在直播间吆喝，忙着
打包快递，开足马力备货。这些改变
的背后是农村电商供给端的日益强
韧、线上服务能力不断增强、配送物
流网络逐渐完善。

电商的发展让我们营造年味更
便捷，让家人团聚的时光更充足。时
代变迁，或许每代人都有专属年货，
但只要家在情在，年味就一直都在。
未来，农村电商要继续优化供给，适
应城市食品消费升级趋势，满足农村
耐用品消费需求，让全国人民感受到
更浓的年味、更深更暖的情谊。

年货网上买 年味照样浓
欧阳靖雯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伟林
见习记者 岳海兴

梁兴晟生长在美丽富饶的呼兰河畔，黑
龙江省庆安县，这里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
县、全国水稻绿色高质高效示范县，有“中国
绿色食品之乡”之称。

“我们青年人就应该为乡村振兴贡献青
年人的力量。”“90后”梁兴晟说。

电商效益好全村一起干

“他是在‘米袋子’里长大的。”周围的朋
友总是这么调侃梁兴晟。

梁兴晟的老家在庆安县久胜镇梁家窝
棚屯。这里是庆安水稻种植核心地带，这里
产的米从来都是供不应求，十多年来，梁兴
晟父亲梁志忠创建的米业有限公司一直红
红火火。

2013年，梁兴晟从北京科技大学毕业。
出国留学、到大企业当白领……梁兴晟

为自己勾画了无数的宏伟梦想。但最后，梁
兴晟还是选择回到了家乡。

“农村怎么就实现不了你的梦想了。”父
亲的话让梁兴晟心有所动。

回到家乡的最初两年，梁兴晟选择做餐
饮。“钱也没少挣，但总觉得差点事。”

2016 年，梁兴晟从餐饮业抽身而出，走
上大米销售之路。此时，电商已成为市场销
售的新赛道，梁兴晟抓住了机会。

“传统的层层分销方式，农户没有议价
权，好大米卖不上好价钱。”梁兴晟说。

这年，梁兴晟成立黑龙江芊芊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创业之初，公司的业务仅限于农
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年销售额 180 万元，天
猫、京东、拼多多都留下了梁兴晟的身影。

“和我设想的还有很大差距。”梁兴晟说。
通过前往其他发达地区、大型企业考察

“取经”，对本地农户状况、自然条件、相关政
策等方面进行细致的调研等方式，梁兴晟形
成了一套完整的规划方案。

2018 年下半年，梁兴晟创立“亿米多旗
舰店”，把自家米厂接入苏宁拼购。庆安土
地肥沃，大米米期长、浓浓米香，质量上乘。
公司迅速成为苏宁拼购的头部商家。

在梁兴晟的影响下，梁家窝棚屯已有
300多村民走上了电商之路。从2019年1月
到2019年6月这半年时间，梁兴晟带领村民
们在苏宁拼购创造了超过 500万元销售额，
成为成长速度最快的商家之一。

2020年 7月，庆安县政府授权梁兴晟的
芊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代表庆安县政府做
庆安大米的网上品牌销售代表，负责全县66
家米厂粮食及北药、山特产品的网上营销。

电商聚力三产融合

在聚晟米业的厂房内，村民杨庆国正在
忙碌着。“自从加入了梁兴晟的金稻穗水稻
专业合作社，有了致富的营生，农闲时来聚
晟米业打工，每年稳赚三四万。”杨庆国的喜
悦溢于言表。

而 53岁的赵洪义乐呵呵地说：“我加入
聚晟米业，种子、农药有人管，粮食卖得快，

能卖上价，一边种地，一边打工，一年能挣七
八万块。”

2016年，梁兴晟联合庆安县金稻穗水稻
专业合作社、庆安县金穗玉米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庆安县久胜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为种植主体流转土地 1.2 万亩，合作社内
统一种植、统一整地、统一管理、实时收割、
统一加工、销售。

“这12000亩水稻涉及庆安县久胜镇、建
民乡、柳河青年点等地，涉及农户 2000 余
户，每户能增收5000元。”梁兴晟说。

目前，梁兴晟的产业链内，采取“电商+
企业+合作社+产业+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
式，线上线下全方位布局，已经形成了上游
拥有自建、联建种植基地，中游拥有雄厚的
生产、加工、科研实力，下游拥有流通、销售
渠道，将一二三产业融合为一体。

2018年，梁兴晟进军鲜食玉米产业。
“鲜食玉米种植面积有 6650亩，订单种

植2800亩，可入库3500万穗。”梁兴晟说。
在种植上，梁兴晟联合 4家农民专业合

作社，通过发展规模化经营和应用先进技术
种植鲜食玉米，施用生物有机肥，合理控制农
药；加工上，以先进的鲜食玉米生产线等加工
设备为支撑，针对市场开发了“亿米多”系列
鲜食玉米品牌，实行实体店+网店联合营销模
式，带动200农户每户年增收近万元。

电商搭起双创大舞台

“我一个人强了不算强，我要带动更多
的青年人一起强起来，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来

到农村，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梁兴晟说。
梁兴晟依托绥化学院等高校资源，围绕

大学生创业孵化载体、专属培训课程、金融
帮扶体系、创业导师团队、双创活动体系五
方面内容打造创新创业“一站式”服务平台。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芊芊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已入驻天猫、京东、苏宁、拼多多、京
喜、抖音、快手等平台店铺 108余家，日均订
单 3 万单。他的老家庆安县梁家窝棚屯等
为代表的 10 个村，成为首批苏宁拼购的挂
牌“拼购村”，同京东旗下社交电商京喜平台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共建“京喜&庆安
大米产业战略合作示范基地”。

为了培养带动更多的人，梁兴晟的电子
商务公司在 2021 年开展电商培训 50 场，培
训人数 3000人。2021年培育青年网红主播
100 名，其中头部主播 10 名，庆安县宣传曝
光 5 亿次，实现粉丝总量 1000 万，直播销售
额1.2亿。

2022年八月份，梁兴晟的北立方网红直
播基地正式成立。

“这个基地以黑龙江丰富的农产品为基
础，联合各个企业打造一个电商全产业供应
链，孵化主播、培训个人直播带货，打造特色
农产品主播，让这些青年主播讲好庆安乃至
黑龙江故事，以带货发展经济。”梁兴晟说。

目前，基地已引入多家头部平台和运营
机构，并有五十余家农产品企业入驻该基
地。开展县域农产品助农带货直播千余场，
成交金额5128万元，成交单数172万单。免
费培训学员573人。

“米袋子”里走出的新农人

□□ 李小波 邱滟茹 刘贵芳

“以后我们就能自己开直播，自己
‘带货’啦！”近日，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
丰乐镇臻田美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余晓勤参加“网络直播高层次人才”专
题培训班后兴奋地说，“我是地地道道的
返乡农民工，希望能在老师的指导下，把
直播带货做起来，让家乡农副产品飞出
大山！”

当日，来自纳溪区 13 个镇（街道）
的网络直播人才、知名电商企业等相
关领域人才 70 余人参加培训，江安县
35 名参训人员通过网络直播学习。培
训旨在支持大众在互联网平台开展微
创新，发展新型农村人才，拓宽农民增
收致富渠道，助力乡村振兴和数字纳
溪建设。

据了解，培训班采取集中培训、基地
实训、线上辅导相结合等方式，让学员们
了解短视频网络直播行业，并通过训练，
快速掌握短视频拍摄方法、引流以及变
现思路等。

“以前接触直播销售知识比较少，这
次培训让我们受益匪浅，经过专业大师
指点，能帮助我们快速成长成才！”来自
东升街道柿子村的网络直播达人明二哥
说。像明二哥一样，大家纷纷表示，本次
培训内容丰富、案例典型、干货满满，具
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实用性。

纳溪区总工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下
一步，纳溪区将把实施电商人才培育计
划与“中国西部工匠城核心区”建设工作
融合，努力创建成渝地区电商人才重要
培育基地，为助力成渝双城经济圈发展
贡献纳溪力量。

四川泸州纳溪区

直播培训发展新型农村人才

近日，在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桃花源广场年货节现场，参展企业通过网
络直播，销售农家腊肉。

随着春节日益临近，当地组织全县39个乡镇、街道的百余家农业企业，为市民和
游客准备近千余种休闲食品、有机食品、名优特农产品等特色年货，通过线上线下销
售，助力农业企业复工复产，提升消费，活跃节日市场。 邱洪斌 摄

为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低收入农户增收难的问题，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
善琏镇坚持党建引领，积极探索“共富工坊”组建模式，有效串联企业与农村、产业与
农民。目前，善琏镇建立了11家共富工坊，带动54名低收入农户年均增收3万元。

电商直播式“湖笔小镇”共富工坊内，工作人员架起手机，开始网络直播带货。
嵇芸丽 摄

短评

□□ 刘建军 宋海涛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欧阳靖雯

走进甘肃成县 2023 年度年货节集
市，一派热闹繁忙景象，烟火气十足，处
处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

“大山里养出的鲟鱼、百年老树核桃
和圆巢土蜂蜜，无公害的奶油草莓和羊
肚菌是您最理想的选择！”成县镡河乡年
货节的展销平台前人头攒动，各类特色
农产品琳琅满目，成县建村清源养殖农
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佘美丽正热情地介
绍自己的“宝贝”。

鲟鱼养殖户佘美丽是第一次参加县
上年货节，在政府发展特色产业的号召
下，去年5月份她投资60多万元，在大山
深处建起养殖场，养殖鲟鱼 2万余尾，如
今鲟鱼迎来了大丰收，成为年货节上的
紧俏热销商品。

“我们镡河乡虽地处偏远，但地势
较低，山清水秀，十分适合鲟鱼生长，山
泉水养殖的鲟鱼品质优良，通过前期的
预热和电商推销，现已成为网红产品，
受到众多网民的青睐。”佘美丽自信地
介绍着。

佘美丽旁边的是成县电商达人石
径，他的主打产品是桑葚酒。2013年，成
县在全市率先发展电子商务，在大城市
接触过网购的他嗅到了商机，立即回乡，
当起了“快递小哥”，很快成为韵达成县
的负责人。在做好快递业务的同时，他
萌生了自己酿桑葚酒的想法。很快，他
自建桑葚种植基地 36 亩，带动 129 户农
户种植桑树516亩，桑葚酒售出10万瓶，
销售额达800万元，助农增收240万元。

和石径一样，“95 后”的尚育康在电
商创业的路上走得更远。作为一名农
村青年，他怀揣着梦想回到家乡，成立
了养殖专业合作社发展散养鸡，经常在
网络上分享他的养鸡趣事，被称为网红

“鸡司令”。
与父辈们的发展思路不同，结合市

场需求，他更了解时兴的销售方式。“我
现在的个人社交账号上已收获了 80 多
万名网友的关注。”尚育康说，“互联网+
农产品”的销售模式提升了农产品供销
的对接效率，买方和卖方都得到了实惠，
对于农产品品牌的推广也大有裨益。

作为新农人的代表，张珏娅的梦想则
是做大跨境电商，把大山深处的特色农产
品卖向全球。她既是陇南师专电商学院
的教师，又是多家企业的顾问和淘宝教育
的特聘教师，还是甘肃省龙头企业华龙恒
业的负责人，拥有专业知识和多重身份让
她做跨境电商有了独特的优势。

去年，华龙恒业紧跟国内跨境电商
发展的态势，先后开通多个跨境电商平
台海外精品店铺，主要销售成县、陇南乃
至甘肃省各类优质的农特产品。同年12
月，沙特阿拉伯客商与华龙公司达成合
作意向，签订了近 20 万美元的订单合
同，实现了成县外贸出口业务的零突
破。可喜的成绩背后是张珏娅锲而不舍
地坚持和努力。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再到一个产
业，成县电商的发展，让大山深处的优
质农产品进入到城市人的日常生活，把
空间上的千山万水变成网络上的近在
咫尺，也让众多创新创业的成县青年梦
想成真。

甘肃成县

电商托起青年创业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