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旅4
WEST TIMES

电商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策 划：张海燕 撰 稿：王冰雅 宋喜群 乔 洁 唐薇 林路 王登科 杨正海 衣凯玥 张巧珍

产 经2024年11月15日
责编：张海燕 美编：潘俊红

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全年网上零售
额15.42万亿元，增长11%，连续11年成为
全球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动动手指轻松
购物、足不出户省心收货，舒心的网购体验
中，物流配送是重要一环。配送时效、费用
等直接关乎网上购物体验。过去，由于物
流基础设施等存在短板，一些相对偏远地
区的消费者在网购时面临物流服务成本
高、效率低甚至无法送货上门等难题。推
进“互联网+高效物流”，健全农村寄递物
流体系，深入发展县乡村三级物流共同配
送，逐步提高西部农村地区共同配送率，这
些政策打出组合拳，有效解决了一些地方
寄递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商品送到家门
口，农特产品不愁卖，物流成为托举美好生
活的重要力量。

贵州黎平
“新三地”模式推动加速发展

近年来，黎平县积极探索传统产业与
数字经济融合发展，不断培育壮大电商产
业，通过“农民就地就业、农业就地增收、农
村就地致富”的“新三地”模式，助推农村电
商加速发展。2024年9月，黎平县入选全
国第一批农村电商“领跑县”典型案例，成
为贵州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县。

搭建电商平台，促农民就地就业。以
深化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为
契机，投入东西部协作资金520万元，建设
集电商运营、供应链优选、品牌建设、全媒
体营销、企业服务、人才培训等多功能于一
体的黎平县电商产业孵化园，配置健全直
播间、综合服务室、运营管理服务中心、大
型多功能培训室、产品展示中心等直播和
办公设备，引导电商企业入驻，实现电商各
链条服务资源聚集，提升电商企业发展水
平，促进企业吸纳农民就地就业。截至目
前，黎平共有电商企业522家，纳统电商企
业32家，农村网商(店)900余家，带动就业
8000余人。

壮大电商队伍，促农业就地增收。成
立黎平县电子商务产业协会，吸纳电商企
业和个体加入，畅通政府与电商企业沟通
交流渠道。整合东西部协作、人社、农业等
部门培训资金，实施电商“十百千万”工程，
开展新媒体电商培训。并积极与电商龙头
企业合作，建设无忧传媒乡村振兴直播基
地，开展互联网电商运营、乡村振兴达人培
训、抖音达人孵化等，不断壮大农村电商队
伍。2024年来，黎平新媒体电商培训9期
800余人，培育具有影响力网络人才100余
名，其中，抖音等平台总粉丝量在100万以
上电商直播人才15人。

做强电商产业，促农村就地致富。依
托黎平丰富农产品资源，采取“公司+合作
社+农户+基地”模式，通过“村姑阿香”等
本土网红达人开展“直播带货”，将电商网
品源头覆盖县内广大农村主要种植、养殖
农特产品范围，电商企业与农户签农产品

“订单种植”协议，助力“黔货出山”。同时，
引导农产品龙头企业入驻“苗侗山珍”农产
品行业协会、832平台、淘宝、拼多多、抖音
等平台，拓展线上销售渠道，实现农村就地
致富。2024 年 1 月至 8 月，全县网络零售
额实现17539.92万元，同比增长42.18%。

建设兵团六师五家渠市
电商助推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
播间，我身后摆放的就是以本地优质胡萝
卜为原料制成的胡萝卜汁，天然无添加，绿
色健康，包邮到家……”

在五家渠嘉鑫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线上直播间，主播正在向网友推介胡萝卜
汁。不一会儿工夫，就吸引不少网友下单
订购。

“这些天，我们借助临近‘双十一’购物
节的热度，通过电商直播平台销售合作社
的特色农产品，在取得了很好的销售成绩
的同时，也对农产品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
用。”合作社负责人顾水萍说，今后合作社
还要更好地运用电商直播平台，向全国的
消费者推介产品，让更多人了解六师五家
渠市的风土人情、美景美食、特色产品，助
力乡村振兴。

直播带货作为一种新兴商业模式和互
联网业态，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在助力产
业增值、职工增收、扩大内需、乡村振兴等
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近年来，六师五家
渠市加快实施“互联网+”战略，不断健全
电子商务服务网络，完善电商助农硬件基

础，构建师域电商服务体系、物流配送体
系、电商人才支撑体系、网销平台支撑体
系，实现农村电子商务双向流通体系的快
速发展。

依托援疆资源，六师五家渠市打造晋
疆情农副产品展销馆，展销馆集展示、销
售、直播培训于一体，通过“线下+线上”全
渠道宣传、推广、销售特色农副产品，为职
工群众及合作社提供线上线下融合的产供
销服务，实现“小农户”和“大市场”的有效
对接，拓宽农特产品销路渠道。六师五家
渠市还积极培育新疆中新建特色农产品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等电商龙头企业，构建起
集网上交易、仓储物流、终端配送一体化线
上营销体系。

六师五家渠市各团场积极探索搭建农
副产品“电商+基地”销售平台，打通产品
与客户的信息渠道，实现产销精准对接。
一〇一团青湖镇借助地缘优势，从目标定
位、政策支持、机制运行、平台载体、项目储
备、营商环境等方面，构建集“物流、贸易、
产业、金融、数据”为一体的新业态经济生
态圈。目前，该团镇已建成2个电商产业
基地，引进京东、韵达等物流配送企业，带
动职工群众300余人就业增收。目前，六
师五家渠市已建起1个电子商务公共服务
中心及32个团场电商综合服务站。同时，
六师五家渠市在各团场举办形式多样的电
商培训班，帮助参训学员全方位了解电商
平台建设及运营相关流程、短视频的拍摄
制作等，促进就业创业。

重庆城口
让小农户对接大市场

几场降雨后，城口的温度已经下降到
15℃左右，咸宜镇青龙村的一个农家小院
内，一场助农直播却搞得热火朝天。

“我手中这块腊肉色泽红亮、肉质均
匀……”直播间内，咸宜镇助农主播陈德
孟正在卖力推介当地的土特产。

“90 后”陈德孟是娘心智慧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人。公司成立两年以来，她
乘着咸宜镇发展乡村电商的东风，在当地
组建了一支直播团队，走街串巷发掘优质
土特产。如今，陈德孟直播间内，当地腊
肉、羊肚菌等特色农产品已经“上云”卖向
全国。

在陈德孟等助农主播的带动下，去年咸
宜镇电商中心实现土特产销售200万余元，
直接带动35户农户人均增收超过3000元。

陈德孟是咸宜镇第一批从事农产品电
商销售的主播。2021年，因丈夫在外务工，
她和村里其他“留守媳妇”一样当起“宝妈”，
每天除了照顾孩子，还有不少空余时间。

如何让闲着的“宝妈”既有一份增收的
工作，又能为家乡产业发展做些贡献？陈
德孟想到了直播这条路子。“咸宜镇地处大
巴山腹地，交通条件的限制让不少优质土
特产仍‘藏’在深山。直播带货既可以为留
守妇女提供工作，也能把农产品卖出去。”
陈德孟说。

恰好此时，咸宜镇新一届驻村工作队
入驻后，提出要借助电商帮助农户销售土
特产的思路。陈德孟得知后，鼓起勇气向
当时的青龙村第一书记余汛表达了想要做
农村电商的想法。

在余汛的推荐下，陈德孟参加了镇上
组织的电商技能培训，外出参观学习乡村
电商产业。空闲时间，陈德孟还自学了助
农主播的直播要点、短视频技巧。

准备就绪后，陈德孟改建了破旧老屋
作为直播间，在小院里成立了娘心智慧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始了助农主播之路。

“大家把农产品拿到院子来，我来帮大
家卖出去……”直播场地一建成，陈德孟就
四处“吆喝”。她从村民手里收来不少滞销
的农产品，然而头一次直播，农产品没能卖
出去，她还亏了不少钱。

接连几场直播下来，依然只有寥寥数
人观看，陈德孟和村民们都有些泄气。

通过观察同类主播的直播风格，陈德
孟发现，越是卖力推介农产品，就越容易被
观众“忽略”，而唠家常、聊家乡，则容易拉
近与观众的距离。

发现了这一点，陈德孟反复斟酌、练习
几天后再次直播。镜头里的她一改“推销”
话术，转而热情地向网友介绍自己的家
乡。接地气的方言、优质的土特产，让她逐
渐收获了一批“铁粉”。

渐渐地，借助直播间，当地的腊肉、香
肠、农家土蜂蜜、羊肚菌等特色农产品更好
销了——仅去年一年，陈德孟就销售了

200万余元土特产。
两年多来，陈德孟通过直播为家乡农

产品打开销路的创业故事，影响了不少当
地村民。咸宜镇也抓住电商发展机遇，在
当地打造起电商服务中心、物流配送中心
等基础设施。目前该镇已培育出10多位
电商主播。

云南大理、丽江
直播电商成了“销售大拿”

走进云南生鲜电商直播基地，一筐筐
新鲜榴莲、山竹散发出浓浓果香，工作人员
正忙着打包、运输新鲜水果。一个个直播
间分布在仓库里，在镜头前，榴莲被消费者
选中后就会做好标注就地打包。甘福园主
播杨少东正在帮新主播看数据：“我干几年
就可以带新主播了，在直播行业涉及的工
种很多，我现在主要做一些后台工作。”

在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县，紫皮独头蒜
是当地特产，营养价值高、剥皮方便，但因
知名度不高而销售难。1997 年出生的晏
林英大学毕业后返乡，开始研究如何将紫
皮独头蒜卖出去。

“我们拍摄一些短视频在快手上分享，
让更多人有一个认识、了解到下单、复购的
过程。”晏林英介绍，2023年公司的整体销
售额将近 1 亿元，电商销售额占到 70%。
在亮眼的销售数据中，晏林英还会把盈余
部分的60%返还给农户，提供筛选后的种
子和肥料给农户，并提供种植指导。

对于农户来说，直播电商让生产有了
“计划性”。“有的农户从育苗就开始做视
频，积累粉丝。”快手电商果蔬行业负责人
张玉说，“每年能卖出去多少，在后台有详
细的数据计算，这也给了农户更自由的销
售方式。”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涛源镇上六
村，柑橘种植农户邵登福第一次和平台合
作。他今年有20万斤的滞销柑橘，多亏了
牛天林帮忙联系收购。“本来今年我很愁销
路，但是他们联系我们之后很快就帮我们
收走了，价格随行就市，但是上门收购不用
我们小车拉出去了，省去了交通成本，对我
们来说更加方便了。”邵登福说。

乡村的基础设施愈加完善，水电路网
越来越齐全。互联网重新定义了“距离”，
这给想在农业领域返乡创业的青年带来了
更多可能性。云南农业大学在校生丁习功
作为三农领域的博主，在社交平台收获粉
丝近200万。丁习功说：“农产品必须有人
来推广，我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农户销售农
产品，并且通过自己的一些做法，让更多云
南农大的同学、家乡的孩子，从互联网平台
走到全国的各个地方，是我觉得最有价值
的地方。”

平台也在助力三农内容的生产。“2023
年，超过13.6亿农产品订单经由我们平台
发往全国各地，同比2022年增长56%。三
农兴趣用户超过3.3亿，三农内容和消费需
求保持强劲增长态势。”张玉说，“2024 年
我们还将发起‘兴农计划’，做好新农人培
训、产地溯源计划、消费者权益保障等工
作，持续扶持优质农产品商家。”

贵州台江
为优质农产品插上“云翅膀”

“今天，我们村建成了一站式电商直播
基地，以后村民们的生产生活更方便了。
一站式电商直播基地不仅解决了村民们网
上购物的难题，而且本地的农产品也可以
通过电商卖出去，村民们不出门也能赚钱
的日子到来了。”台江县施洞镇岗党略村驻
村第一书记熊鹏飞向笔者详细介绍了近年
来本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特别是村产
业依托电商拓宽销售渠道，助力群众增收
等方面的显著成果。

“直播带货对于农村来说属于新领域，
我们要为农产品插上互联网的翅膀，利用
直播带货把产品推销出去，助力产业发展
提质增效。”岗党略村电商直播负责人介
绍道。

岗党略村党支部书记石快发表示，借
助电商的渠道，能让更多农产品搭上“快
车”，更好保障农民收入和带动产业发展。
现在春节临近，年货销售进入了热卖潮，准
备在春节期间依托电商直播基地，通过电
商渠道销售本地的黑花生、腊肉、野生蜂蜜
等特色农产品，让群众在家即可享受到电
商带来的“福利”。

据了解，岗党略村一站式电商直播基
地总占地面积200平方米，设有产品展示

厅、办公区、直播间、物流仓储、客户服务中
心等功能区，主要功能是帮助广大个体私
营企业线上带货直销。该基地也是施洞镇
第一个“一站式”电商直播实践基地。

一站式电商直播基地的建立，为广大
农民提供一个集产品展示、销售、培训、物
流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增强农民的
创业创新意识，培养一批具备电商直播技
能的农村人才，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下一步，施洞镇将发挥岗党略村示范
引领作用，充分利用资源和平台优势的“顺
风车”，让银饰刺绣、农特产品驶入电商销
售的“快车道”，推进电子商务与银饰刺绣、
农特产品发展深度融合，同时，辐射带动周
边村寨产业发展，有力助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让全镇人
民的“钱袋子”彻底鼓起来。

甘肃陇南
构建乡村振兴新生态

“大家好，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陇南
的香菇……”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
省徽县分公司泥阳邮政所负责人冯亚波正
在通过快手平台直播带货，直播间里人气
十足。

冯亚波是2021年8月通过电商达人引
进成功转型为邮政所营业员，她采用线上
直播的方式，销售当地的各类土特产，日均
发货30单以上。

冯亚波正在抖音平台直播，推进当地
农产品。

当下，农村电商队伍已是各地农产品
出村进城主力军。

“为了做好农村电商，中国邮政集团有
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为我们配备了直播的
相关器材，还通过‘传帮带、结对子’的形式
为我们提供帮助，这不仅让我提高了直播
技能，也让农产品销售增加渠道，促进农民
增收。”冯亚波说道。

近年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
省徽县分公司积极探索“寄递+电商”的融
合发展模式，在泥阳等网点打造了电商场
景。2022 年以来通过直播等平台销售游
龙贡米、土蜂蜜、酸菜，助力当地群众销售
核桃、辣椒、食用菌等农产品，帮助农民群
众增收超400万元，积极推进了惠农合作
项目，助力乡村振兴发展，解决农产品“销
售难”的问题，有力助推了徽县农产品走向
全国，实现了电商发展和农民增收，为实现
乡村振兴贡献了邮政力量。

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栽植花椒历史悠
久，适生范围广，全区36个乡镇中有34个
乡镇适宜发展花椒。以色红油重、粒大饱
满、香味浓郁、麻味醇厚、药效成分多、精油
含量高等优良品质著称。“这里的村民在晾
晒花椒后，花椒籽就成了废料，后来了解到
它可以用来泡脚，具有祛寒、改善睡眠的功
效，通过直播平台推出后，截至目前已销售
4吨左右，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中国邮
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分公
司钟楼滩揽投部负责人沈玉桥说道。

在沈玉桥的带领和培训下，该揽投部
6个揽投员在拼多多平台开设店铺11家，
除了销售花椒籽，也销售当地农产品、中药
材，截至目前，钟楼滩揽投部员工月均造包
6700余件，月均实现造包收入2.6万元。

陇小南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以发展
电子商务为起点，夯实了发展农业的基础，
先后整合农产品企业、合作社180多家，网
货500多款入驻平台，通过和农产品企业、
合作社签订农产品销售协议，四年来共计
销售额2.4亿元，带动10000余户农民持续
增收。自成立之初，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
司甘肃省陇南市成县邮政分公司在金融、
寄递、分销、电商等多个领域积极开展合
作，破解企业发展“融资难”“物流难”“销售
难”等问题。

“为了促进当地电商发展，成县邮政分
公司通过上门收寄、增加人手等方式助力
公司农产品销售。”陇小南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办公室主任徐兰兰说道。

“在今年的‘双十一’购物节，我们就提
前和公司联系，派驻相关揽投员帮助公司
寄递包裹，缓解投递业务压力。”中国邮政
集团有限公司甘肃省陇南市成县分公司总
经理李源说道。

近年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
省陇南市成县分公司积极支持企业发展，
在“成县扶贫官”“邮乐购”等平台上架了
多款陇小南产品，另外通过邮银协同为该
公司上游供应链的合作社或农户提供贷
款。据统计，截至目前累计发放贷款 100

余万元。
农村电商“西北小强”在徽县当地小有

名气。“这段时间带货量是平时的四倍多，
我们人手比较紧张，当地的揽投员了解到
这个情况，在店里上门打包、贴单、现场收
寄，很感谢他们。”徽县小强传媒有限责任
公司负责人郭岁强说道。

“为了做好邮政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在公司成立之初，中心就积极开展邮寄、金
融等方面的服务，今年为公司提供了 300
万的授信额度，助力电商发展，让企业无后
顾之忧。”徽县伏家镇寄递物流共配中心邮
政支局负责人王永灰说道。

近年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省
陇南市邮政分公司推进农村寄递物流体系
建设，整合电商快递资源，加强与引入第三
方电商团队合作，做好“邮政+电商+网点”
直播带货模式试点，扩大电商规模。同时不
断强化与区域内电商合作，服务全县电商企
业、网店经营户，促进流通节点有效衔接，大
力推动电商发展，为群众架起了致富“金
桥”，助力农特产品走向全国各地市场。

甘肃环县
电商助力农特产品走出去

羊羔肉远销国内各大城市，荞面、亚麻
籽油等小杂粮深受市民青睐……甘肃省庆
阳市环县是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县，当地的农特产品依靠电商平台频频出
圈。2023年，环县电商获评全国农村直播
电商优秀案例。

环县羊肉味道鲜美，小杂粮品质优
良。然而，产品好但很难走出“深闺”。近
年来，环县抢抓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政策机
遇，建成了电商产业园、小杂粮加工中心、
网货供应中心、溯源监测中心、冷链物流中
心、“环乡人”品牌运营中心，并配套电商直
播基地，着力推动农产品规模化、标准化、
品牌化、电商化。

为满足企业快速增长的冷链存贮和运
输需求，环县建立了冷链物流配送中心仓
储设施，冷链物流配送中心现有6间速冻
库、3间冷藏库，总容量达1.7万吨，用于储
存羊肉、苹果等农副产品。

目前，环县基本形成合作社统一订单、
企业统一加工、“环乡人”统一品牌、网货中
心统一包装、溯源体系统一监管、物流体系
统一配送的电商模式。“通过与政府机构、
第三方电商服务机构等多方合作，环县电
商发展平台成功搭建，为电商企业和创业
者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环县电子商务
办公室主任张金勃说。

张金娥是“陇上刘叔叔”网店的带货
主播，每天她要在快手、抖音等平台直播
近4个小时，专门推介环县羊羔肉。两年
前，她还对电商行业一窍不通，经过培训，
凭借接地气的直播风格成为公司好评率
最高的主播。

据了解，目前有29家企业入驻环县电
商产业园，像张金娥这样的主播有近 60
位。除此之外，还有5位特别主播——AI
数字人。她们口齿清晰、话语流畅，能和直
播间的粉丝互动。

“我们录入了职工的人脸及声音信息，
通过软件合成，再经过一系列模型计算，数
字人就‘活’了过来。”数字人直播负责人曹
亚桥介绍，“数字人直播涉及10多个直播
平台，能够实现24小时不间断直播，突破
真人主播体能上限，从而提高直播的单量
和销售额。”

如今，厂房变为门店，车间变为直播
间，店铺老板、农户纷纷变身主播。环县以
电商为媒，让本土优质农特产品触网上线、
出村进城。据介绍，环县2023年累计开展
直播带货300 余次，实现销售额1.5亿元，

“双十一”电商销售额达900多万元，其中
直播带货销售额突破500万元。

环县山大沟深、群众居住分散，建立四
通八达的快递物流配送体系成为破解当地
运输难题的方式。

“县城内 43 个区域即来即送，县城外
的由指定车辆拉运至乡镇后，交由邮政速
递当天完成投递。”环县快递分拣中心主任
吕县诚介绍，环县最远的乡镇演武乡距县
城150多公里，最远的村距离乡镇50多公
里，现在都可以实现快递当日投递。

电商产业园为县域电商企业发展提
供优质创业孵化平台，实现了企业增效、
就业增加、农民增收的阶段性目标，带动
了整个县域经济发展。今年一季度，环县
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4.5 亿元，网络零售额
突破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