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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马婧 赵鹏 立冬刚刚过去，受降
温和下雪影响，市民减少外出，对蔬菜、饺子
等民生商品需求大增，超市和生鲜电商线上
订单大幅增加，京城商超和生鲜电商纷纷加
大货源供应，提前准备好各类入冬商品。

物美提供的数据显示，上周末物美线上
订单量增长两倍。物美集团新闻发言人许丽
娜表示，降雪前夜，物美利用智能化补货系统
紧急补货，提前预判将到来的需求增长，供货
量环比增长20%。物流团队还提前增加了商
品防冻方面的保护措施，保障菜品质量。超
市发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积极联系产地、组
织货源，保证为市民供应物美价廉的商品。
“目前大白菜储存了200多吨，大葱备货50多
吨，已经到库，能够满足市民的购买需求。”

随着寒潮来袭，北京盒马订单量也增
加了近一倍。盒马已提前从各个基地备好
各类入冬商品，新鲜蔬菜、水果、牛奶、肉等
民生商品的备货量更是提高到日常的两到
三倍。同时，每个门店安排了充足快递力
量，全力保证订单按时送达。

生鲜电商每日优鲜也增加了供应量，
包括蔬菜、肉蛋和水产在内的生鲜商品整
体备货量同比增加约30%，重点民生商品备
货量增长超50%。记者从叮咚买菜方面得
知，针对这轮大范围雨雪降温造成的需求
增长，叮咚买菜在生鲜方面积极备货，包括
北京在内的华北地区蔬菜、猪肉等日常生
鲜品备货量增加2倍左右。来自美团的数
据显示，近期火锅食材的订单量周环比增
长10倍多。上周末，美团加大骑手调配力
度、提供冬季补贴，也为骑手们提供了挡风
被、车把套、皮护膝等防寒物资。

北京市商超电商订单
增长加大生鲜供应

本报讯 苏晓梅 为助推网络市场主体
经营规范有序，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
近日联合对《京津冀地区网络商品交易平
台服务合同（甲种本）》示范文本进行修订，
并于即日起推行。

修订后的示范文本共24条，与修订前
相比，新的合同示范文本在资质审查、费用
结算、质量保证、配送运输、知识产权保护
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了合同当事人双方的
权利义务，并增加了不少新的“约束”。

比如，示范文本要求平台经营者不得
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不得采用误导性
展示等方式，将好评前置、差评后置，以及
不显著区分不同商品或服务的评价等；不
得采用谎称现货、虚构预订、虚假抢购等方
式进行虚假营销；不得虚构点击量、关注度
等流量数据，以及虚构点赞、打赏等交易互
动数据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若平台内经营者出现套现、刷单、伪造评价
等行为，平台经营者必须对其进行处理。

在保护消费者个人隐私方面，示范文本
要求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应当对收
集的个人信息严格保密，不得采用一次概括
授权、默认授权、与其他授权捆绑、停止安装
使用等方式，强迫或变相强迫消费者同意收
集、使用与经营活动无直接关系的信息。

示范文本还明确，不得强制或利用技
术手段限制或禁止平台内经营者在其他平
台进行同类型经营活动。同时，平台内经
营者根据消费者的兴趣爱好、消费习惯、浏
览历史等个人特征向其提供商品或服务的
搜索结果，应当同时以显著方式向消费者
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尊重和平
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京津冀地区网络商品交易
平台服务合同（甲种本）》修订

农村电商再创佳绩
须不断完善生态服务体系
政策助力农村电商
驶入“快车道”

中央一号文件连续8年对农村电
商作出部署；商务部、财政部和国家
乡村振兴局联合开展的国家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累计支持1489个
县；农业农村部开展了100个“互联
网+”农产品出村进程工程试点，促进
农产品出村进城更高效和顺畅；中央
网信办等6个部门开展国家数字乡村
试点。

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电子商务
行业分院副院长、商务部研究院电商
专家李建华表示，上述政策红利让农
村信息基础设施和农产品流通基础
设施的短板得到极大改善，夯实了农
村电商发展的基础。

在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电商乡村振兴
联盟主席李晓林博士看来，随着乡村
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电商不但在促
进农产品上行、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
升级、带动农民就业创业、改善提升
农村风貌等方面成效显著，而且在疫
情防控常态化期间，农村电商在稳定
市场供应、缓解农产品“卖难”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以智慧仓
储、产销地冷链设施、农村传统零售
终端等为代表的农村电商新基建的
升级优化，激活了农村电商的发展潜
力。此外，“三农”人才队伍的培育和
下沉，为农村电商的发展提供了各类
创新型、实干型人才。

新模式新业态
打通销路激活消费潜力

“现在每天一睁眼就有新的带货
主播找我咨询或拿货。”福建古田53
岁的张家巧尝到了网络销售员的甜
头。张家巧仅是通过新模式和新业
态打通农产品的销路的案例之一。

李建华表示，随着直播带货的发
展，众多电商平台纷纷重视农产品销
售，加大了流量的扶持。淘宝网开通
了“脱贫直播频道”，快手启动“福苗
计划”，抖音开启爱心助农直播活
动。此外，社区团购的发展，带动了
生鲜产品的销售。

另外，电商平台市场下沉，也激
活了乡村消费潜力。随着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农村经济得到快速发

展，成为新的增量市场，电商企业纷
纷市场下沉，瞄准和布局农村市场。

完善农村电商生态服务体系
加大培育“带头人”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农村电商
服务业比较滞后，总体服务水平不
高，在软件开发、仓储快递、冷链物
流、人才培训、网络营销等方面缺乏
高水平企业，提供的服务不能满足农
村电商快速发展的需求，制约了农村
电商高质量发展。而农村电商人才
培养滞后则成为制约农村电商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农村电商高水
平人才难留，流失现象突出，电商培
训不成体系，培养转化率低，理论多、
跟踪服务不到位，造成电商企业用人
成本高、无人可用。”李建华表示。

对此，李建华认为，一方面要建
立本土化高水平的农村电商生态服
务体系。这需要地方政府加大投入，
建立本土化、公益共享、线上线下融
合的服务体系，提升本地电商企业发
展水平，助力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要建立务实的人才培养体
系，加大农村电商“带头人”的培育。
这需要地方政府加大投入，加强对具
备条件的返乡农民工、大学生、退伍
军人、合作社社员的培训，将其培养
成具备互联网新思维、运用数字新技
术和网络新营销的新型农民，通过网
络销售，倒逼农产品的“标准化”“商
品化”和“品牌化”，促进区域农业产
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李晓林还表示，应逐步健全电商

培育课程体系，培养一批农村电商创
新创业“带头人”。与此同时，还应促
进高质量电商平台与农村基层电商的
融合，使农村电商更具活力，不断提升
农产品上行的动力，加强农村电商新
基础设施建设，多维度、多层次加强农
村电商基础设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建设，积极赋能乡村产业发展。

畅通农产品供应链
促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的农村电商，将成为
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和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推进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上，李
晓林表示，一方面要加强并贯彻顶层设
计，以《“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为
基础，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新机遇，全面
实施“数商兴农”行动，统筹农村高质量
发展和电商高质量发展的需求，通过农
村电商的发展促进农村和城市资源要
素双向流动。另一方面，提高农村地区
农产品电商销售能力，从农业质量认
证、打造区域特色品牌等领域开展品牌
培育工作，让农村电商成为农产品上
行、农民增收重要引擎。

李建华认为，农产品电商高质量发
展必须建立高效畅通的农产品电商供
应链，提升农产品标准化程度，加强包
装、分级、预冷等流通设施的建设，提高
农产品品控水平和商品化程度。通过
培育农村新型市场主体，提升组织化程
度，贯彻农产品生产和流通标准，提升
品牌意识，让农产品质量有保障，可以
供得及时、长久，提升网络市场竞争力。

（王晶晶）

农村电商零售持续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前三季度，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14293.1亿
元，同比增长16.3%，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3043.9亿元，同比增长1.5%，增速比1—8月加快0.9
个百分点。专家表示，政策助力农村电商驶入“快车道”，新模式、新业态为农产品上行打开了新通道。
但是，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还须进一步完善生态服务体系，畅通农产品供应链，同时，健全电商培育课程
体系，培养一批农村电商创新创业“带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