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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江晨 通讯员 吴伟民

伴随着城市不断扩张，便捷
买菜成为都市白领的一种渴求。
北京有“青年菜君”、杭州有“小美
生活”，越来越多的电商平台瞄准
农副产品的配送服务。

近日，杭州万寿亭农贸市场
也把菜场“搬”上手机，大胆试水
O2O（Online To Offline）服务。该
菜场辐射“一公里生活圈”内的天
水街道 7 个社区，以及环西社区、
半道红社区近 10 万居民，只需手
机点点、微信下单，不出一个小
时，即可享受生鲜配送上门。试
运行一周后，在万寿亭“网上菜
场 ”使 用 手 机 买 菜 的 用 户 超 过
1500人。

传统农贸市场缘何“触网”？
运营过程是否顺利？记者线上线
下一探究竟。

手机下单
一小时内送货上门

万寿亭农贸市场的“网上菜
场”依托微信公众号“当代互联生
活”。

用手机扫描微信二维码，点
击进入完成注册（填写用户信息、
送货地址及联系电话等），即可开
逛虚拟菜场：分生鲜、净菜成品、
水果、专业团购等多个栏目。记
者计划购买首页特惠推荐的“新
西兰玫瑰苹果”，上面不仅有图
片、产地、规格、库存、价格等介
绍，还可点击右上角进行“食品追
踪 ”，查 询 苹 果 是 营 业 执 照

“330103600358888”的 经 营 者 陈
芬琴售卖，当天已交易16笔。

把苹果放入“购物车”，预约
好配送时间、提交订单，完成支付
后一个小时，骑着小电驴、身穿制
服的配送员就通知记者到货了。
对比价格，比超市略低，和实体菜
场的苹果价格相当。

“我们从300多户市场经营户
中，首批选择 60 户信誉度较高的
摊主将货品‘移’入手机，涉及果
蔬、生鲜、快餐、熟食等 1000 多个
品类。”万寿亭农贸市场总经理吴
伟民介绍，产品价格与农贸市场
里一致、甚至为了“吸粉”有更多
优惠。下单时间为上午 9 时 30 分
至晚上7时，配送范围限定在市场
周边 1 公里范围，消费满 30 元免
收配送费。

吴伟民说，配送人员都是市
场里原来给饭馆、酒店配货的商

户，为了保证生鲜的卫生、完好，
每单商品都单独包装，生、熟食分
装，生鲜产品用冰袋保鲜，再放入
带盖子的配送箱，“甲鱼等货品如
果顾客有要求，也会现场杀好再
送”。

夹缝突围
“农改超”谋求新路径

“近两年，传统农贸市场的日
子越来越艰难。”吴伟民的另一个
身份，是杭州市农贸市场行业协
会会长。

经营农贸市场 10 余年的老
吴坦言，传统农贸市场正遭受“上
下夹击”——上有欧尚、联华等各
种大型超市或农副产品直营店，
下 有 社 区 店 ，如 何 在 夹 缝 中 突
围？“网上菜场”开始在他心中酝
酿。

上线之前，吴伟民和他的技
术合作伙伴、当代互联科技创始
人黄欣研究过其他农副产品配送
的电商平台。“有的配送到地铁
口，不进家门，有的蔬果生鲜从哪
里来，不知道。”老吴说，传统农贸
市场做电商 O2O 有独特优势——

“农贸市场有完整的食品安全检
测体系，农残、吊白块等每天都要
检测。在我们的网上市场买菜，
来自哪个摊位、哪个种植户都一
清二楚。”

在出生于 1983 年的黄欣看
来，农贸市场最“接地气”，它遍布
城市各个角落；食材品质又有安
全保障，因为这里有专业的食品
安全检测和来源追溯体系。

对于被“差评”的经营户，万
寿亭农贸市场还将作出批评、扣

分乃至下架的惩罚。“未来，我们
的农贸市场可以借助互联网实现

‘农改超’。”老吴展望，300 多个
“低、小、散”的摊档口可能会合
并，农贸市场成为蔬果生鲜的展
示窗口，满足“马大嫂”逛菜场的
购物体验，腾出的空间用来仓储，
接单员、配送员人数将超过销售
员⋯⋯老小区内，菜市场的停车
难、垃圾处理难、噪音大等诸多问
题也有望破解。

饕餮盛宴
生鲜电商成“新蓝海”

试水一周，万寿亭“网上菜
场”日均接单 200 至 300 人次，网
络客服忙得脚不沾地。

“很多未被覆盖区域的顾客
也纷纷要求订货。”市场管理员董
薪中发现，指尖订菜的客户遍布
杭州，随着支付宝付款方式的开
通，这方面的需求喷薄欲出。

“如果万寿亭网上农贸市场
的模式试验成功，将有可能推广
到杭州 100 多家正规农贸市场。”
在给予万寿亭网上农贸市场技术
支持的同时，黄欣和他的团队一

方面走进各大社区“路演”，以黏
住更多用户，另一方面正加紧研
发“网上农贸市场”的专属APP。

“我还接到环西社区一位孤
寡老人的电话，她腿脚不便，问我
们能否电话订货。”吴伟民说，在
万寿亭农贸市场试水电商之前，
该市场的分销点、驻扎在灯芯巷
社区的“麟海菜园”已试水一年，

“社区居民通过电话、微信、QQ、
网页等多种渠道，实时了解食材
资讯，完成订购，每月销售额增加
了 30%。等时机成熟，我们也会
尝试多途径订购。”

下城区天水街道相关负责人
说，为了给万寿亭“网上菜场”更
多 支 持 ，市 场 里 即 将 实 现 无 线
WIFI全覆盖。而杭州市科协和下
城区科协等相关部门也将在市场
内安装更多的摄像头，实时记录
生鲜加工的每一个步骤，方便经
营户上传视频。

“在万寿亭，我线下一天能卖
150 只鸭子。网上买卖的空间会
更大。”“光头卤鸭”的老板娘朱丽
梅对“触网”跃跃欲试，在她心里，
菜场传奇将通过网络得以延续和
扩张。

杭州万寿亭农贸市场试水微信营销

“指尖菜场”寻求突围

万寿亭网上菜场使用流程。 张梦楚 制图

数据显示，2013 年中国生鲜
电商交易规模达到130亿元，同比
增长 221%；但当年我国网络零售
交易规模近两万亿元，生鲜电商
所占的比例不足 1%。有专家预
计，未来 3年，生鲜电商交易规模
将有7倍成长空间。

但在早先，社区生鲜电商网

站优菜网 200万元的天使投资很
快花光，弹尽粮绝寻求出售的景
象还历历在目。这片新蓝海，还
面临冷冻存储空间少、配送成本
高、供应链复杂等诸多难题。逐
梦生鲜电商，带来的改变恐怕不
仅仅是农产品销售的新途径，更
有买菜消费习惯的新变革。

■ 链接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李文芳 县
委报道组 丁珊 通讯员 杨欣华）
晚上 10 时，长兴画溪街道城南工业
园区的夜宵城内灯火通明。这个点
正是工人们下夜班的时刻，电动车、
摩托车一股脑儿地涌进了夜宵城，
寂静的夜被点燃了。

位于夜宵城东北角的一个摊位
前，围满了刚下班的工人。“滋——”
热油滚烫，刚洗净的鲫鱼一扔进锅，
立马冒出扑鼻的香味儿。摊主张丽
一边热情地招呼着顾客，一边熟练
地翻炒油锅，丈夫陈红光站在一旁
用勺子麻利地添入姜丝、盐、辣椒等
佐料。5 分钟后，一道热气腾腾的
红烧鲫鱼端上了饭桌。

就在两个月前，张丽夫妻俩还
在马路上“游击作业”，不仅要遭受
风吹雨淋，还要时刻提防着城管。
今年 9 月底，画溪街道城南夜宵城
开业后，夫妻俩第一时间搬了进去，
成为定点的排档经营者。

画溪街道城南工业园区地处城
乡结合部，离市中心较远，集中了长
兴大部分工业企业。据画溪街道党
委委员孙伟峰介绍，目前画溪街道

共有企业 270 多家，整个街道常住
人口 3.6 万人，其中 2.2 万人都是外
来务工人员，他们大部分都集中在
工业园区内，37 岁的张丽便是其
中之一。

工业园区内的包桥路，因其人
流量大、摊贩多而成为名副其实的
夜宵街，最热闹的时候马路被大大
小小 20 多个夜宵摊位围得水泄不
通。占道经营、环境污染、卫生安
全⋯⋯一个个难题随之冒了出来，
让当地的城管头疼，也让周边的居
民苦不堪言：“一下班，这里根本走
不通，1000 米不到的距离，开车最
起码要花 5 分钟时间。”许多摊主为
图方便将厨余垃圾随手丢在马路
旁，“每天早上，我们得用扫帚扫掉
三大袋的垃圾，还得用清水冲好几
遍。”一提到排档街，园区内的环卫
工人张菊叶连连摇头。

各种矛盾在夜宵街滋生。“原本
我们想过全部取缔，但考虑到这里
维系着许多失地农民和外来务工人
员的生计。”孙伟峰若有所思地说，

“如果全部取缔，他们的出路在哪？”
治理夜宵摊，在疏不在堵。今

年9月，画溪街道投入10万元，在包
桥路南侧150米处选择了一块10亩
大小的闲置空地进行改造。刷白墙
体、修建厕所、拓宽道路，半个月后，
长廊式的夜宵摊华丽转身，成了“城
南夜宵城”。

一开始，摊主们并不愿意搬离
排档街，但是当他们亲眼看到整齐
划一的夜宵城后，很快改变了主
意。入夜，城南夜宵城门口灯光闪
烁。城内，3000 平方米的营业面积
可容纳 500 人同时就餐，场地中间 3
个 1000 瓦的“探照灯”一照，黑夜立
马亮堂了。随着一溜遮雨棚的搭
建，摊主们再不用忍受风吹雨淋
了。此外，画溪街道还出资聘请保
洁公司，夜宵结束后进行现场清洗。

据了解，夜宵城从 9 月 22 日开
业到现在，目前已有 5 家持临时占
道经营许可证及健康证的夜宵摊主
入驻进城，其他符合入驻要求的夜
宵摊主也正在陆续搬进。今年以
来，长兴对城区夜宵摊进行集中整
治，取缔夜间无证摊位 120 家，对 12
家不合规范的夜宵摊进行转型升
级，要求城区内的 21 家持证摊位在

指定位置、指定时间规范经营。
工人们下班的回家路越来越宽

了，靠夜宵摊谋生的摊主们心越来
越暖了。夜里 12 时，人流渐渐散
去，借着灯光，张丽将腰包里的钱数
了数，1275 元，比昨天多了百来块
钱。“我想多赚点钱，早点把儿子从
安徽老家接过来。”说着，张丽翻开
手机，看着她帅气的儿子。

长兴集中整治城区违规夜排档

美食香飘夜宵城

张丹丹

金华市级机关今年新录用的
43 名公务员，最近都在进行体验式
实践锻炼活动：先是连续 7 天的城
市环卫服务，接着是参与市容市貌
管理和人行道违法停车管理等工
作，还要到养老院、社区、火车站等
担当青年志愿者。

他们的扫大街并非挥挥扫把那
么简单，每天凌晨3时就跟着师傅们
上街，每天9个小时在马路上高强度
地清扫，跟环卫工人一起在路边吃饭
休息⋯⋯其中一位90后的说法令人
印象深刻：虽然这次活动很艰苦，但
我却很开心，因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宝贵体验。这生动一课，会成为他职
场生涯不可忘怀的一段时光。

这让笔者想起省里一位老领导
说的话。基层出身的他，年轻时经常
住在老乡家。有一次下大雨，他回不
了乡里，就在一位光棍老乡家，跟他
盖同一条破棉被、抓着虱子聊了一
夜，成为了好朋友。那时候的领导干
部，一下乡经常好几天，跟基层群众
心贴心，任何矛盾都能迎刃而解。

现在的年轻人，究竟愿不愿意
去基层？我想，对于大多数热血澎
湃、想做一些实事的年轻人来说，烦
心的恐怕不是要吃苦，而是缺乏这

样的机会和平台。
所幸，金华的“赶超发展”，给了

年轻干部很多这样的机会。二七新
村改造建设，天天蹲点为群众答疑
解惑的，是年轻干部；“三改一拆”现
场，每晚到老乡家做思想工作的，是
年轻干部；“五水共治”的突击检查
小分队里，奔波在第一线的，也是年
轻干部。

金华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
说，优化干部队伍结构，本身就是一
个需要长期破解的课题，年轻干部
力量的培养是重中之重。接下来，
金华要逐步完善年轻干部在一线实
践锻炼的机制，给他们一个深入基
层、锻炼成长的大舞台。“这也是一
个大浪淘沙的好办法：真正想干事、
能干事的年轻人可以得到锤炼，想
在公务员队伍里混日子的年轻人，
也会知难而退。”

除了选派年轻干部到“三改一
拆”、“五水共治”、重点工程项目建
设、交通治堵等重点难点工作一线，
金华把乡镇作为长期锻炼年轻干部
的大课堂，80后年轻干部不仅出任乡
镇领导班子成员，而且可以通过实战
比选走上乡镇（街道）党政正职岗位。

多给年轻人一些吃苦的机会
吧，让他们的肩膀学会挑起担子。
他们能做的，会比现在更多。

艰苦，宝贵的基层体验

本报新昌 11月 10日电 （见习
记者 陈佳莹 县委报道组 孙艺秋
通讯员 梁锋） 新昌茶农梁宏亮发
明的“采茶神器”，长 30 厘米，重 4.6
斤，铁质圆筒形，由一台采茶机和一
个背包组成，只要按下启动按钮，贴
着茶树轻轻推过，片片茶叶就顺势
通过真空负压力，从出茶口自动吸
到了背上的鲜叶容纳箱中。

据了解，这台看似轻巧的采茶
机已经是两年来的第六代产品，从

第一代重达 120 斤、需两人抬着采
茶的大家伙，到如今的单手轻松操
作，梁宏亮先后投入了近 30 万元研
发资金。最新版的“采茶神器”，采
嫩叶精准度达到 95%以上，一台机
器能抵过十个采茶工。

“如果接下来推广得力，那么
明年采茶旺季时的招工难问题就
能迎刃而解了。”看着自己亲手打
磨出的“采茶神器”，梁宏亮格外自
信。

新昌 农户发明“采茶神器”

本报温州 11月 10日电 （见习
记者 陈小向） 上周二，温州市民陈
先生购买了人生中的第一套房子，3
天后他就拿到了房屋的所有权证、
契证和土地使用权证。中介告诉他
说，往年来办理，没有一个月时间根
本拿不到这些证。

今年 5 月，温州市颁布房地产
“多证联办”工作实施方案，经过两
个多月的分步实施，依托温州市房
屋登记中心的服务大厅，温州市实
现了商品房和二手房登记的房屋所
有权证、契证和土地使用权证的“三
证联办”，如今已在全市铺开。

温州 房地产“三证联办”

本报讯 日前，报纸媒体网络跨
界传播监测系统及监测数据在北京
发布。浙江省报纸网络传播排名中

《钱江晚报》的网站转载量、微博粉丝
量、360 搜索量、微信提及量和新闻
APP推送指数均超过其他报纸，排名
第一。从整体上看，《钱江晚报》和

《浙江日报》网络传播进入前三名。
“MBR 报纸网络传播影响力研

究系统”由中国报业协会联合权威
监测机构北京世纪华文国际传媒咨
询有限公司共同研发打造。经过近
一年的数据监测研究和统计分析，
形成了主流报纸网络二次传播影响
力分析报告。

报告显示，新的传播环境下，纸
媒传播力和影响力并未下降，而是传
播方式发生了改变，网络上近半数新
闻来源于报纸，纸媒是新闻传播的源
头。人民日报等央媒在互联网新闻
传播领域更是占据重要位置，是主宰
舆论导向、传播正能量、掌握话语权

的中流砥柱；全国报纸（包括党报、都
市报、时政报、财经报）在互联网网站
的新闻整体比重在 40%以上，从
MBR 监测数据呈现的趋势来看，这
一比重是相对稳定的，即报纸媒体一
直为互联网媒体源源不断地输送着
新闻内容，是互联网新闻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

MBR 统计数据显示，监测的
259 份主流报纸在 101 家新闻门户
网站上 2014 年 1 月至 9 月新闻转载
总量达到 135 万篇，并引发 1550 万
用户评论量。平均每个媒体每个月
被转载579篇新闻，平均每篇新闻被
用户点评了 11 次；都市报是新闻网
站最常引用的媒体类型，占 71%的
比例，其次是党报，占 25%的比例。
在微博领域，74%以上的报纸媒体均
在新浪微博开通了官方微博，其中，
有60家报纸的官方微博粉丝量超过
了 100 万。259 家报纸在四大微博
的累计粉丝量达到13亿。

报媒跨界传播报告出炉
《钱江晚报》、《浙江日报》进入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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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
中 共 浙 江 省 委 办 公 厅
中共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

□领导论坛

冲锋冲刺 决战决胜 全力以赴

做好四季度工作/夏宝龙

□新兴产业

进一步发挥高新园区在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中的核心载体作用/毛光烈

□经济形势分析

浙江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傅吉青 范菁雁

□区域发展

抢占浙江第四大都市区建设的战略制高点

/金中梁

推进“五美融合” 建设美丽永嘉/娄绍光

□明年工作思路

大改革 快转型 争领先

努力推动萧山在更高起点上的新发展/俞东来

钉钉子 抓落实 创一流

大力实施集中攻坚“五大行动”/陈奕君

适应新常态 构建新动力 实现新发展

/李一飞

奋力推动镇海经济社会发展继续走在前列

/薛维海

立足新常态 发挥新优势

全力建设美丽幸福新桐乡/卢跃东

□改革发展

如何发展和推进舟山新区的旅游业

/薛晓波 李 湛

激活民间投资需要把握新一轮市场化改革

的历史机遇/杨祖增

□生态文明

立足“三养四化” 打造“两美”国家公园

/谢剑锋

发展绿色能源 建设两美台州/徐 立

□市县策论

坚持生态保护 传承乡村文明/钟昌明

推进“三社联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潘川弟

如何根据“法治”精神推进“三改一拆”

/丁狄刚 史枚翎

□资治通鉴

“藏珠”的教训/史 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