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食品安全电商食安16

责编：张华清 版式：凌浩

2022年9月23日 星期五
E-mail：tougao_cfs365@126.com

本报讯 郭闻涓 近日，农业
农村部农研中心与抖音电商共
同举办“2022丰收节电商助力乡
村发展论坛”。

在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到来之际，该联合论坛邀请了多
位专家学者、电商企业代表及新
农人与会，多方共同围绕农产品
上行、乡村风物多元价值展现、
农产品品牌形成与焕新等内容
进行探讨，共话技术“新农具”对
乡村发展的助力情况。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
中心主任金文成出席本次论坛
并致辞。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
研究所副所长杜志雄、农业农村
部农业农村信息化专家委员会
委员汪向东、中国农业大学国家
农业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韩一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
学院教授陈卫平、农业农村部农
村经济研究中心二级研究员张

照新做相关主题发言及总结。
今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

承上启下之年，也是乡村振兴全
面展开的关键之年。国家鼓励
推动电商平台设立丰收频道、丰
收专馆，支持开展网上丰收节农
产品促销活动，做强农业品牌，
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值此之际，
抖音电商推出了专项助农活动，
持续性投入亿级流量资源和专
项货品补贴，重点扶持约2万农
货商家，助力超10万款农特产
出村进城。论坛现场，该平台业
务代表及新农人创作者分享了
相关举措与助农经历，同与会专
家学者进行了深入交流。

金文成在论坛致辞中指出，
产业振兴是乡村五大振兴的基
础、核心，加强农特产品品牌建
设、促进产销对接，是乡村产业
振兴的关键。他认为，实现产销
对接，是实现农产品生产价值的

基础；推动品牌强农，是增强乡
村产业竞争力的内在要求。近
年来，以直播电商、兴趣电商为
代表的新业态、新模式，在满足
城乡用户对美好生活需求的同
时，也成为推动乡村产品多元价
值展现、加速特色农产品品牌形
成的重要路径。

作为本次论坛的联合主办
方，抖音电商在过去一年中，助
力销售农特产总订单量达28.3
亿单，入驻经营的新农人数量同
比增长了 252%。据统计，从
2021年9月至今，抖音电商直播
间里农产品讲解总时长达到了
3195万小时，三农电商挂车短视
频播放了2873亿次，各具风味
的乡村农特产及乡土人情通过
该平台连接到更广阔的受众与
市场。

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助力地
标农产品上行，抖音电商推出

“山货上头条”助农专项，以三
农内容提升农货市场关注度，
以专项扶助和培训指导带动农
货商家可持续发展，以长期规
模化运营扶持助推农民增收。
据悉，在该项目的推动下，平和
蜜柚、连城红心地瓜干、来凤藤
茶、会理石榴、都匀毛尖、延边
大米等地标农产品都实现了销
量翻番。

“未来一年，‘山货上头条’
将覆盖全国160个乡村振兴重
点县域，深度扶持100个山货助
农产业。我们还将利用全域兴
趣电商模式，重点打造 20个
GMV破千万级的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200个GMV破百万级
的地标农产品。”该项目负责人
殷皓程介绍道。

一方屏幕，成为新农人们扎
根家乡，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
山的帮手。95后女孩田小宇带

着福建屏南大山里生产的菌汤
包来到论坛现场，分享自己扎根
乡村的经历。她通过抖音@小
田姑娘专营店 一场直播卖出62
万包菌菇，还带动了周边200多
名村民就业。湖北省黄冈市罗
田县燕窝湾村第一书记徐志新，
则通过视频介绍家乡的板栗、红
薯、小黄姜等特产，他曾在抖音
直播间里两小时里卖出135万
元农货。

“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新阶段，
品牌建设是乡村特色产业的必
然选择，也是必由之路。张照新
表示，“电商平台在为新农人提
供展示平台的同时，还能利用数
字化技术，为各种特色农产品匹
配到更有意愿的消费者。兴趣
电商为农产品品牌打造，实现乡
村特色产业发展插上了数字科
技的翅膀。”

□桑雪骐

9月23日，“中国农民丰
收节”正式启动。农产品丰
收，最重要的还是要能够卖
出去，因此，促进农特产品消
费成为各地丰收节活动的重
要内容之一。受疫情影响，
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接受了
在互联网上购买生鲜产品。
也有不少消费者反映，在农
产品消费过程中存在过度
营销、货不对板、生鲜不鲜等
问题。

网购农产品难如人意

艾媒咨询发布的《2022年
中国生鲜电商运行大数据及发
展前景研究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显示，与2021年相比，
65.4%的消费者消费频次增加，
51.6%的消费者消费金额增加，
预计2023年中国生鲜市场规
模将达4198.3亿元。

如此大规模和高频生鲜消
费市场，也确实有不少消费者
吐槽，网购的生鲜不一定靠
谱。河北消费者陈女士反映，
称现在天南海北的水果蔬菜、
海鲜肉类都可以在网上下单购
买，但是寄到家的商品往往和
网上的图片有很大差距，而且
下单时所谓的大果、小果、精选
等规格都对应着不同的价格，
但是即便是同样的精选大果，

也会有较大的差异。
除了品质上的差异，还有

的产品货不对板。北京消费者
洪女士是一位园艺发烧友，
2021年底，洪女士在电商平台
上的一家注册地和发货地均标
注为上海的店铺里挑选了不同
花色的5个进口朱顶红小球。
“结果收到货后看到发货地是
宿迁，就觉得自己可能上当
了。”洪女士说，果不其然，经过
了半年时间的培育，今年5个
“进口朱顶红小球”开出来的都
是一模一样的“土朱”红花。

此外，还有消费者表示，由
于物流不畅等因素，生鲜不鲜
也是网售生鲜不时发生的问题
之一。

前不久，中国消费者协会
发布了《2022年上半年全国消
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网
购生鲜食品不新鲜等问题被曝
光。中消协分析指出，部分网
购生鲜食品不新鲜，商家用死
鱼、死虾冒充活鱼活虾，用冷冻
肉冒充新鲜肉，部分生鲜食品
因快递问题腐烂变质；部分社
区团购生鲜食品进货渠道不
明，质量堪忧。

中消协相关负责人表示，
消费者对于生鲜产品的要求
主要集中在产品鲜、响应快、
品质好、品类全、分量足、服
务优6个方面，比如在产品品
质方面，出现了螃蟹等鲜活
产品不活、鲜花变成了“干

花”、大果变小果甚至缺斤短
两等问题；在物流响应方面，
不能按照约定送达，部分日
常必备的低价生鲜产品供应
不足；在服务方面，存在下单
容易退款难的问题，一些App
没有设置退款渠道。

标准缺失导致产品“没谱”

“同样都叫阳光玫瑰，网
上不同平台、不同店铺的产
品价格相差悬殊，品质参差
不齐，同一卖家不同批次的
产品品质也不一致。”北京消
费者张女士反映，称她在一
个社区团购群购买阳光玫瑰
葡萄，第一次买的产品颗粒
饱满均匀，甜度高汁水多，第
二次买的产品却让她大失所
望，葡萄的大小不均不说，有
些还发酸。

来自电商平台的数据显
示，每逢果蔬上市旺季，生鲜行
业纠纷率就会上升。浙江越秀
外国语学院国际商学院教授洪
涛认为，标准缺乏是生鲜产品
网络消费纠纷产生的重要原因
之一，造成消费者期待与产品
实际脱节，比如由于缺乏统一
的甜度标准，消费者期待的
“甜”和产品实际的“甜”，以及
消费者心理预期的“大果”和商
家售卖的“大果”存在差异，消
费者感到失望，并由此产生消
费纠纷。

本报讯 王功孝 9月17日，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
办、自治区商务厅承办的2022中
国—东盟丝路电商论坛在南宁
举行。论坛以“共建丝路电商
乐享数字红利”为主题，采取线
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

论坛首次发布了《中国—东
盟电子商务发展报告》《广西产
业电商发展报告》《2022广西电
商典型案例》，政府部门、电商平
台、电商企业分别签署了广西与
美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柳州
螺蛳粉”提质升级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共同建设运营东盟跨境直
播基地协议、跨境电商通关物流
仓储战略合作协议等4个协议，
为中国—东盟电商发展注入更
多活力。

此次论坛主题演讲大咖云
集，邀请了一批行业重量级嘉宾
围绕论坛主题发表主题演讲，围
绕丝路电商、消费趋势、RCEP
电商机遇、跨境电商等热点话
题，共同探讨电子商务发展前沿
趋势和发展机遇。

论坛展现形式新颖，数字虚
拟主持人“商务君”首次亮相，现
场采用了全息投影技术发布电
商研究成果和典型案例，以科技
创新展现数字风采。现场搭建
了进口、出口直播间，邀请东盟
国家小语种主播推荐中国好物、
东盟优品，编印广西优质电商产
品名录，向参会嘉宾宣传推广广
西电商产品。

论坛系列活动丰富多彩，当
天下午举办了跨境电商供应链

高端对话活动，随后举办了南宁
跨境电商投资推介会，会上相关
部门与企业就推进南宁跨境电
商高质量发展合作签约，助力南
宁市跨境电商发展上台阶。

直播带货营造浓厚氛围，9
月17—30日，线上举办了论坛专
场网络促销节，采用“互联网+特
色产品”的推广模式，帮助广西
特色产品“走出去”，提升广西特
色产品的市场知名度和线上销
量。预计实现超千万的销售额。

此外，9月13—19日，自治
区商务厅、广西博览局联合指导
抖音平台举办了“世界看我D之
东盟好物节”，搭建线上专属营
销活动页面，组织东盟国家特色
商品，发起话题挑战赛，营造浓
厚的云上东盟电商营销氛围。
举办东盟好物推荐之直播带货
专场，邀请东盟国家外交官互动
交流，推荐中国、东盟特色电商
产品。

电商服务走基层活动拉开
序幕。9月19日下午，自治区商
务厅联合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工
业和信息化厅、农业农村厅将在
南宁举办广西电商惠企惠民走
基层活动，邀请阿里巴巴、京东、
抖音、美团四个电商平台分享平
台入驻优惠政策、电商运营经
验，南宁市电商、流通、工业、农
产品生产经营企业等100家企业
代表与平台负责人进行互动交
流。通过此次公益培训，引导和
支持企业发展电子商务，推动企
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下一步，将
陆续在其他城市开展系列活动。

农业农村部农研中心联合抖音电商举办
“2022丰收节电商助力乡村发展论坛”

探讨技术助力农产品品牌发展

以电商助农供应链为核心
解决农产品网购痛点

2022中国—东盟丝路
电商论坛在南宁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