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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质量，创新场景
建设完善商业基础设施

在衢州市衢江区，得天独厚的地
理位置使得优质生鲜农产品资源丰
富，发展冷链物流是大势所趋，但单纯
建设冷链投入产出比较低。如将预制
菜产业与冷链有机融合，就能有效弥
补单个产业产值、税收不足的缺陷，并
贴合长三角消费市场的需求。为此，

衢州专门在衢江港区南侧地块建起长
三角（衢州）预制菜产业园，构建以健
康食材供应链平台及食品制造为主的
全产业链体系，成为提高市场竞争力、
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的全新增长极。

目前，浙江设立首批 15 个示范县
（市、区），支持新建、提升、改造了23个
县城商业综合服务中心、48 个乡镇商
贸中心、“多站合一”乡镇客货邮融合
综合服务站16个和“一点多能”村级末
端商业网点 1200 余个。示范企业浙
江供富冷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衢州

衢江、龙游等山区县（市、区）配置了
274 辆“大篷车”，15 个示范县商业基
础设施密度提高10个百分点以上。浙
江在一些县城和现代商贸发展示范
镇，高标准建设完善一批商贸综合服
务中心、物流集散配送中心和大型共
享仓储设施；积极引导本地商贸龙头
和连锁企业下沉资源，在一般乡镇建
设完善一批多业态融合的现代化的乡
镇商贸综合体，把乡镇打造成整体性
带动农村商业的联动节点和网络枢
纽，提升乡镇对周边农村商业市场的
辐射和拉动作用，改善乡镇消费环境；
发挥供销和邮政末端流通网络优势，
推行乡村网点建设的上虞和江山模
式，加快连锁便利店、网商入村，通过
线上线下融合的直销方式，满足农民
就近销售和便利消费的一系列需求。

统一规范，畅通城乡
筑造优化三级物流体系

湖州市长兴县精心改造原本不起
眼的乡村小店，让它们在历经标准化
改造、设备提供、专员培训后逐步变身
末端物流的规范化网点，为村民提供
家门口的物流、销售、金融等服务；杭
州桐庐充分发挥“快递之乡”的产业优
势，建设城市快递集运中心，实现多家
快递公司进港件“一条线分拣、一把枪

扫码、一张网配送”，集约物流资源、节
约配送成本，有效解决“最后一公里”
配送难问题⋯⋯

在 物 流 领 域 ，浙 江 持 续 推 动 商
务、交通、农业、供销、邮政等部门合
作，去年特意选择支持浙江邮政分公
司和浙江省供销社两家企业，深度参
与共享式集配中心、乡镇分拨中心和
村物流网点的建设；遴选了浙江东
方、驰骋控股和世纪联华等商贸流通
龙头企业，加快供应链下沉，加快建
设改造村级乡村商业和物流网点。
通过各方协力推进，近年来浙江建成
了一批共享式物流基础设施，涌现了
一批融合多元消费场景和物流配送
的村级物流网点，在满足企业内容共
同配送的基础上，形成向社会开放资

源、共同发展的模式。

数字赋能，激活消费
培育农村商贸多元业态

360度可旋转路牌，为顾客提供导
引服务；点点手机上的小程序，各种公
共服务点可“一键直达”；商圈内各类
停车位实现“错峰停车”，车位的日均
使用率提高 4 倍⋯⋯目前的浙江，80
个正在进行智慧化改造的商圈，将让
这些看似不可思议的便利举措，融入
到人们的每一个消费场景中。

这一切都得益于浙江的数字化改
革已深入到每个人的衣食住行购。浙
江鼓励、引导各类商贸流通企业抢抓

机遇，围绕人、货、场进行更加深度的
数据采集，推动消费者需求信息、线上
线下各渠道支付信息与物流运营信
息、营销推广信息深度融合，不断丰富
县域商业新业态、居民消费新场景，从
而大力提升全省城乡商业一体化发展
水平，使全省农村商贸流通企业对接
生产和消费能力更强，以商贸流通业
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水平更
高。

在农产品流通领域，目前全省已
完成全部 11 家一级批发市场、30 余家
二级批发市场的数字化改造。在县域
商业网点方面，20 余家商业综合体进
行数字化改造，16 家商业综合体提高
数字化建设标准，倾力打造多元化、交
互式、沉浸式数字消费新场景，不断提
升县域大中型商业综合体的辐射力、
影响力。

当视角放大到今日的浙江全景，
城乡之间、山海之间发展更均衡，结构
化、多样性、品质化的城乡居民消费，
正在不断提质升级。当新时代的“考
卷”缓缓揭开，锚定新的历史方位，浙
江将继续打造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
重点、村为基础”的县域商业体系发展
格局，打造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的“浙江

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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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县域域商业体系建设商业体系建设
田间地头的生鲜特产，如何第

一时间进入城市？琳琅满目的生活

用品如何送进乡村和大山深处？如

何解决买不到、买不起、不想买等问

题，全面激活蓄势待发的消费市场？这张事关生产和消费、物流与业态的

问卷，能否答好，亦关系着每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2021年9月以来，浙江省持续推进以“畅流通、兴乡村、促共富”为主

题的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以“3135”工程为抓手精准发力：“3”即通过“三

个一批”项目，建设改造提升一批商业基础设施、一批商贸流通物流设施

和一批26个山区县商业共富项目；“1”即畅通农产品上行渠道；“3”即持

续推动“供应链、物流配送和商品服务”三个下沉；“5”即实现五个

100%，县城商贸综合服务中心和物流共配中心 100%覆盖全省县城城

区、乡镇商贸综合体和物流分拨中心100%覆盖全省现代商贸特色示范

镇、连锁便利店、末端物流和电子商务100%覆盖全省商贸发展示范村、

农产品公益性批发市场100%覆盖全省县域、农产品冷链物流网和供富

大篷车100%覆盖全省特色优势农产品主产区和山区26县。

截至目前，全省已认定第一批和第二批示范县（市、区）36个、示范企

业2家（省供销社和省邮政公司下属），重点商贸流通企业10家；建设项目

302个，拉动社会投资600多亿元⋯⋯在全面吹响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的

号角中，浙江为勾勒共富、美好的社会图景交出了一份全新的高质量答卷。

浙北供应链智慧物流中心

东部新城·衢江新区

长兴太湖龙之梦长兴太湖龙之梦

(图片由浙江省商务厅及衢江区、南
浔区、长兴县商务局提供)

规划引领
构建县域商业全网络

合理的规划和布局，是县域商业得
以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长兴是省内
最早启动县域商业规划编制的区县之
一。从 2004 年开始，先后编制完成了

《长兴县县域商业发展规划》《长兴县
“十四五”商务高质量发展规划》等专项
规划，提出了“1131”规划布局，为县域
商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引导。

为了保障规划的顺利实施，长兴县
出台了《关于切实做好商贸业发展规划
贯彻实施工作的意见》，抓好大中型商
业设施立项预审、设计预审、销售预审
等环节管理，累计预审商业项目 205
个，预审商业面积累计近 150 万平方
米，严格前端控制，优化后续管理，促进

全县大中型商业设施合理布局、有序
发展。

在县城，长兴着力培育人民广场、
龙山主副商贸中心，引进八佰伴、九汇
城、利时广场、万达商业等超 3 万平方
米的大中型商业项目 6 个，建筑面积
达到 66 万平方米，带动社会投资近 80
亿元，形成了以商业综合体、购物中
心、连锁商超、特色街区为代表的消费
矩阵。

在乡镇，按照“一个农贸市场+一
条商业街+一家连锁超市+一个特色产
业+一个农事节庆”的标准，长兴统筹
商贸资源，突出“一镇一品”主题，打造
特色鲜明的乡镇商贸中心。目前已建
设各类乡镇商贸中心 14 个，乡镇覆盖
率达100%。

在乡村，发展乡村集贸市场、超市、
美食、文化风俗演艺等业态，打造商业

集聚点。据统计，目前长兴有由各村集
体经济投资建设的村级商业项目 29
个，合计投资近 2 亿元，建筑面积达 8.4
万平方米，带动集体经济增收约 1800
万元。

此外，长兴还根据自身特色资源，
大力发展“夜间经济”“商旅经济”“节庆
经济”，形成了“一城（主城区：都市生活
不夜城）一区（龙之梦夜生活集聚区）一
带（水口文旅休闲风情带）”夜经济布
局，2023 年 1 月至 6 月，全县接待过夜
游客 195 万人，同比增长 249.5%，获评
浙江省全省首批夜间经济样板城市。

上下联动
探索农产品产销新路径

入伏吃伏羊。7 月中旬，2023 长
兴·吕山第十八届湖羊美食文化节如约
开幕，为当地湖羊产业发展描绘出精彩
一笔，点燃了这个夏日的火热氛围。

吕山乡有“中国湖羊之乡”的美誉。
为推动湖羊全产业链发展，长兴投资2.4
亿元打造了吕山湖羊美食文化街，连续
举办十八届湖羊文化节，以湖羊美食为
载体，形成了餐饮、文化、休闲于一体的
湖羊美食集聚区，并引进投资1.2亿元的
湖羊预制菜企业茗典食品公司，投产后
每年可生产肉制品1500吨。吕山湖羊
形成了从肉羊养殖、湖羊深加工到湖羊
美食的农商旅文全产业链，每年带动村
集体经济增收约900万元。

以农事节庆带动农产品销售，吕山
乡是长兴不断拓宽农产品产销路径的
缩影。通过打造“一乡一节、一品一节、
一月一节”等农事节庆活动品牌，长兴
形成了杨梅节、采桃节、葡萄节、河蟹节
等农事节庆系列活动，2022年以来，举
办各类农事节庆活动 29 场次，吸引游

客超 60 万人次，促进各类农产品销售
达8亿元。

在举办线下活动的同时，长兴充分
发挥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的优
势，组织开展长兴云上年货节、画溪葡萄
节、双品网购节等直播活动100余场次，
带动销售近亿元，并打造了“长兴鲜”农
产品区域公共品牌，搭建“长兴鲜”线上
平台，累计入驻商家230余家，上架各类
型和规格的产品超470余款，年销售额
超3000万元，产品溢价率超10%。

“长兴县的农产品基本不愁卖，本
地的蔬果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为了
进一步构建农产品流通市场网络，长兴
引进投资11.6亿元、占地433亩的浙江
新农都长兴农副产品批发市场项目，建
成乡镇农贸市场 22 个、中心村菜场 33
个，一个以农批市场为龙头、乡镇市场
为骨干、村级市场为网点的农产品实体
市场网络基本形成。2022 年，长兴农
产品市场交易额超100亿元。

三端协同
构建商贸物流新体系

物流体系是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的

重要一环。长兴县以前端的基础物流
设施建设为抓手，打造“一县一共配、一
乡一中转、一村一站点”服务体系。目
前，已完成投入 1600 万元，1 个共配中
心、7 个乡镇转运中心、92 个村级综合
服务站建设完成，县乡村三级商贸物流
体系基本形成。

在此基础上，长兴充分发挥邮政等
资源优势，强化中端协同，推动“邮快合
作”，构建“快递品牌统一管理、多元信
息统一平台、同一路线统一配送的”运
营体系，提升资源利用率，同时叠加农
产品仓配功能，与农业主体进行深度合
作，提供“产、销、运”一体化服务。

“三级商贸物流体系的便利，解决
了玫瑰花产品的销售、运输等难题，使
我们成为泗安镇排名靠前的产业。”长
兴泗安拾爱玫瑰专业合作社相关负责
人表示，合作社与邮政合作设立了玫瑰
花基地仓储物流中心，得到了从设计包
装到寄递运输再到宣传销售的全链条
服务，还成功带动 40 余户低收入农户
增收。

村级末端站点是三级商贸物流体
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巩固农村
市场、延伸服务触角的抓手。长兴县整
合寄递、金融等资源，对传统便民店实
施“五统一”标准化改造，打造“商邮驿”
综合便利服务站，提供消费品下乡、物
流寄递等六大类服务，实现“购物、销
售、生活、金融、创业”五不出村，打通服
务进村“最后一公里”。

“‘商邮驿’给我们村民带来了不
少便利。从前快递都放在村委会，错
过时间就没法取件了，现在放到店里，
每晚到十点才关门，拿快递方便了，还
能领取养老金。”清晨，洪桥镇东王村
口的静兰超市人来人往，来买日用品
的、来取养老金的、来拿快递的村民络
绎不绝。

静兰超市是长兴县众多“商邮驿”
站点之一。长兴坚持以“小窗口”服务

“大民生”，通过业务叠加、丰富供给，带
动“商邮驿”人流量提升 15%左右，业
主月均增加收益约500元，并通过培训
提高业主的经营素质、服务意识，提升
网点存活率，使“商邮驿”逐渐转化为长
兴的一道靓丽“风景”。

（图片由长兴县商务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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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县域域商业体系建设商业体系建设
县域消费市场活跃，“数商兴农”

未来可期，商贸物流路途通畅⋯⋯走

进长兴，这里迸发的是新消费、新业态

不断涌入县域的新活力，展开的是城乡宜居宜业宜游的全景图。

近年来，作为浙江省内经济相对发达的区县，长兴县以浙江省首批县

域商业体系建设试点契机，以县域商业规划为牵引，狠抓商贸设施、农产

品流通、商贸物流配送“三张网”建设，初步形成网络分布合理、功能配置

完备、多业态支撑、集聚辐射效应显著的县域商业体系，在“畅流通、兴乡

村、促共富”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长兴是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百强县，批发零售业改造提升、促消费等

工作先后获得浙江省督查激励，2023 年 1 月至 6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同比增长 8.9%，县域商业正释放出强劲动能和巨大潜力，为“富美长

兴”建设贡献力量。

东鱼坊历史文化街

龙山商贸副中心 谭云俸 摄

长兴县三点一线商贸物流共配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