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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阿克苏的苹果、黑龙江
五常的大米、陕西柞水的木耳，
无论离得有多远，我们一键下
单，各地的优质农产品就送货上
门了，感觉生活品质大大提高。
今天，我们先去新疆阿克苏看一
看，那里的冰糖心苹果已经开始
剪枝了。

早春三月，万物复苏。像往
年一样，为保证苹果品质，吐
逊?买买提开始给家里的果树剪
枝，他的老朋友李小波也来帮忙
了。自从有了电商平台，阿克苏
冰糖心苹果开始享誉国内外。

种植了30多年苹果，这几年
他迎来了好时光。吐逊?买买提
之前家里的苹果都是以低廉价格
打包销售，自打上了电商平台，收
入的事他就再也没操心过。

从2008年，李小波就开始接
触电商，到2016年专职从事电商，
8年时间，他虽然勤奋，但成绩一
般。按李小波的说法，那时他并
没有真正迈入电商的门槛，真正
的改变是从2017年开始的。

阿克苏是新疆重要的林果业
基地，但是由于地处边疆，一直都
面临着离国内主要市场远、物流
费用高、销售渠道窄的障碍制约。
为了打通销售的“最后一公里”，让
当地农民增收致富，浙江援疆干部
们发挥浙江平台经济和市场渠道
优势，杭州市援疆指挥部策划了
电商实训班。浙江的援疆干部
们，把这称为“蒲公英计划”。

时任浙江援疆干部黄江平表
示：“据不完全统计，在阿克苏活跃
的电商商家小伙伴里，有90%以上
都是‘蒲公英计划’培训的学员。”

正是因为有了“蒲公英计划”
这样的电商培训，电商人才才能够
播撒到天山南北。

多年来，杭州在阿克苏梯次
开展“天山计划”“蒲公英计划”
“追梦计划”“领航员计划”等电商
培训计划，为当地搭建创业孵化
基地、对接重要电商平台、培育骨
干人才企业。电商已成为当地农
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

近十年间，阿克苏市电子商
务产业经历从无到有的跨越，电
商零售额从2014年的4亿元增加
到2022年的30亿元，增长了6.5
倍；农产品销售额从2014年的1
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11亿元，增
长了10倍。网商从2014年的500
余人发展到现在的8700余人，增
长了17倍；直接或间接带动就业
从2014年的2000余人增加到现
在的2.9万余人，增长了14倍。

蒲公英，生于山坡草地、田野
河畔，种子随风飘散，在阿克苏这
片土地上扎根、生长。

地处秦岭深处的陕西汉中市
佛坪县，可以称得上是全国最袖珍
的县城。除了旅游，佛坪找不到大
型支柱产业，人少也成了限制佛坪

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相比大城市的热闹，佛坪则

显得十分静美。因为生态环境优
良，佛坪县的农产品不仅丰富多
样而且品质好，但当地的年轻人
很多去了大城市，村民们没有销
售经验，缺少销售渠道，让这些优
质农产品很难走出大山。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佛坪县针对当地的情况，决定把
发展数字经济作为发展的抓手，
这让一些不服输的佛坪年轻人看
到了机会。

产品产量低且同质化严重，
不具备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构
建产业生态链体系难度大，是佛
坪电商面临的三个问题。

2022年，佛坪启动了“电商陪
跑”计划，邀请互联网公司的培训
师来到佛坪，手把手扶持佛坪电
商的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也就
在那时，互联网公司的乡村特派
员高泉带着“热土计划”落地佛
坪，帮助当地培训电商人才和产
品开发。

互联网企业乡村特派员高泉
表示：“当时佛坪的食用菌产业以
香菇为主，同时，它又是以初级农
产品的方式销售出去的，在深加
工和工业化方面比较薄弱。我们
必须要将初级的农产品开发成农
商品，甚至成农精品，成为在互联
网上面能够进行销售的产品。”

为了帮助翟叔打开销路，陕
西佛坪县返乡创业大学生周正亚
用直播带货的方式帮助他卖过新
鲜的羊肚菌，但是销量不怎么好。

找对了路子，周正亚直播带
货的销量也越来越高。去年临近
过年的时候，中国乡村发展基金
会、中央网信办以及当地电商办
组织了一场直播助农活动，周正
亚在当天的直播中，包括菌菇汤
包在内的农产品一共卖了1.5万
单，那一次也让周正亚意识到佛
坪虽小但电商的市场很大。

如今，周正亚的新厂房也在
动工修建了，未来在这里从菌棒
生产到菌菇加工的生产链条将建
立起来，这不仅对产品质量的把
控会有更加明晰的标准，也能实
现真正意义上的佛坪制造。

电商平台改变了销售的空间
概念，让偏远山区的农产品得以
面向全国市场，只要东西好、有口
碑，不愁卖不出去。发展乡村特
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既需要有优质农产品的生产，也
需要有电商销售的加持。2021
年，《“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
划》印发，提出要创新农产品电商
销售机制和模式，提高农产品电
商销售比例。随着电子商务的发
展，随着越来越多人习惯于线上
购物，“数商兴农”也将助力乡村
振兴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央视网）

电商助力跑出兴农“加速度”
——打通最后一公里

农产品销售难、增产不增收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广大农民。酒香也
怕巷子深。精耕细作生产出来的特色农产品怎么才能卖出去？卖个好
价钱？这一边是农民在寻找农产品的出路，而另一边消费者也很希望
能够买到优质农产品。好在现在有了电商平台，网络在四面八方的特
色农产品和天南地北的消费者之间打通了“最后一公里”的销售通道。

北京电子商务协会换届
本报讯 程子姣 4月3日

下午，主题为“凝心聚力、共谋
发展”的北京电子商务协会换
届大会暨直播论坛，在京东总
部大厦成功举办。京东零售
CEO辛利军当选为协会第五
届理事会会长，选举产生的新
一届理事会、监事会成员集体
亮相。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
市场监管局网监处、北京市委
互联网企业工委组织一处、北
京海关行邮监管处、经开区商
务金融局等有关部门和100多
家电商会员企业、媒体单位受
邀出席会议。

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郭
文杰在致辞中表示，电商协
会一直致力于配合各级政府
推动北京电商发展环境的建
设，在提供服务、反映诉求、
规范行为、培育人才等各方
面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过
去四年是北京电商发展史上
极不平凡的四年，统计数据
显示，北京市消费结构实现
历史性跨越，总消费规模持
续扩大，服务消费在总消费
中占比 55%左右，网上零售
额占社零总额比重从2017年
的 20.5%提 高 到 2022年 的
39.8%，创历史新高。

目前，直播经济已经成
为了助力北京消费升级、提
升消费体验的新引擎，北京
凭借京东、快手、抖音、东方

甄选等头部企业平台聚集的
优势，已经跻身了全国直播
电商领域的第一梯队，拥有
技术、人才、市场等优势的北
京，不断创造出了新的消费
体验。北京市商务局近年来
制定出台了培育壮大网络消
费、推进跨境电商创新发展、
繁荣夜间经济业态等方面的
利好政策，提升企业销售规
模与影响力。

希望广大企业进一步坚
定在京投资兴业信心，用足
用好消费类政策举措，北京
市商务局将全力做好保障服
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
业发展创造更好条件，为消
费升级作出更大努力。大会
听取并通过了第四届北京电
子商务协会会长丁同欣的工
作报告，新一届理事会同时
聘请丁同欣为顾问；聘请一
批业内专家为协会智库成
员；新任会长辛利军致辞，并
宣布北京电商协会三家专委
会成立，分别为：直播电商专
委会、电商人才专委会和电
商物流专委会。

北京电子商务协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马小森介绍下一
步工作计划时说，北京电子
商务协会成立于2002年，已
有20年的历史，这20年也是
北京电子商务行业高速发展
的20年，电子商务已成为拉

动首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这得益于政府和主管部门的
好政策及扶持引导，得益于
广大电商企业的辛勤努力和
积极贡献。

北京电子商务协会换届
后，将以“推动本市电子商务
行业高质量发展”为中心；既
要进一步加强为政府服务、
也要更好地为会员企业服
务；汇集各方资源，做好各类
资源配置和对接；强化引领
作用，做好政策引导、行业规
范和培训赋能；发挥组织优
势，切实解决会员企业发展
的痛点难点问题和行业发展
的共性问题。

北京电子商务协会介绍
称，今年将本着“成熟一批认
定一批”的原则，完成北京市
特色直播基地的认定工作；
配合做好“2023北京直播电
商购物节”和“北京市电商主
播技能大赛”，以及“2023中
国电子商务大会”；组织每月
一次的“凝心聚力，共谋发
展，走进电商企业思享会”，
为会员企业带来多方位、多
层次、多业态的务实合作机
制；此外，协会还将举办电商
领域的各项培训，包括政策
解读、优秀案例分享、市场前
瞻性分析、互联网营销师等
培训内容，为行业培育更多
优质人才等。

推动本市电子商务行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曹晶瑞 薛珺 走进
平谷区东高村镇崔家庄村温室
大棚，西红柿的香气扑鼻而
来。4月3日，平谷区东高村镇
崔家庄村第二届西红柿尝鲜季
开幕，有着20年西红柿种植经
验的崔家庄村今年将有30万
斤西红柿陆续成熟上市。东高
村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勇说，
去年东高村镇启动了“互联
网+蔬菜”工程，让田间的果蔬
直接端上了市民餐桌。今年，
东高村镇将在各村组织开展电
商培训，打造“一村一主播”。

崔家庄村位于平谷泃河
南岸，据村党支部书记张海友
介绍，村里的土壤是西红柿最
喜欢的，所以种出的西红柿都
是沙瓤。2002年开始，崔家
庄村开始发展设施农业，20
年来，形成了一套独有的西红
柿栽培与管理模式。前几年，
村里完成了167栋种植大棚
升级改造，西红柿有了更舒适
的“家”。“我们根据消费者的
口味需求，重点引进10余种
鲜食西红柿优良品种，与农学
院等三所学院合作成立科技
服务团队示范基地，组织村民

集中培训，提升种植技能，施
用农家肥和微生物肥，保持作
物自然生长周期。村里的西
红柿都是天然成熟的。”张海
友称。

2022年崔家庄村（西红
柿）获评第十二批全国“一村
一品”示范村镇。目前崔家庄
村可实现年产西红柿30万斤、
生菜180万斤、温室大桃20万
斤。张海友介绍，崔家庄村已
经完成蔬菜无公害认证，正在
积极推进崔家庄村鲜食西红
柿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接
下来将注册“崔庄子”品牌，创
建“博士”农场项目，让科技引
领高质量发展。

崔家庄村所在的东高村
镇是有名的蔬菜大镇，借着这
股东风，崔家庄村也同步种了
新奶白、菜心等10余种新蔬菜
品种。

平谷区东高村镇党委副
书记、镇长王勇介绍，东高村
镇蔬菜种植面积9000余亩，
年产蔬菜2.5万余吨，约占全
区蔬菜总产量的三分之一，
现有博士农场10家，欧李、西
红柿、大葱、鲜菊花、草莓、葡

萄等各种绿色有机农产品四
季不断，初步形成了南宅庄
户欧李、赵家务大葱、崔家庄
西红柿以及大旺务豆角、克
头秋葵、高家庄小丝瓜等特
色品牌。

2022年东高村镇借鉴
“互联网+大桃”的成功模式，
与顺丰、京东合作，启动“互
联网+蔬菜”工程，真正实现
网络销售渠道和物流渠道的
贯通，建立果蔬从农户田园直
接搬上市民餐桌的闭环流通
体系，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去年农户通过电商销
售，整个销售额增长了40%。”
王勇称，今年，东高村镇将启
动“一村一主播”电商培训，
在发展“一村一品、一村一
业”的基础上，发挥东高村镇
电商讲师团作用，在各村组
织开展电商培训，打造“一村
一主播”。“通过培养本土新
农人主播，让手机成为‘新农
具’，直播带货成为‘新农活
’，将镇域特色高品质农产品
推向各地，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和乡村产业发展，塑造东高村
特色美食新符号。”

平谷区东高村镇30万斤西红柿上市
“一村一主播”电商培训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