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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亮

近日，我省多部门印发《浙江省关于
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
赋能农村快递与电商协同发展。打通物
流到村的“最后一公里”，是我省努力补
齐农村电商发展短板的途径之一。

当前，农村物流业务量空间分布不
均。一些偏远乡村人口少、快递量小、物
流成本高，市场化运作下，很难保证经济
效益。其次，快递进村的长效运营机制还
有待完善。尽管我省积极探索县乡村电
子商务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推动县域共
同配送，邮政、快递企业、商超等多元主体
开展相关业务，仍存在经济效益不明显、
快递企业间利益难以分配、共配积极性和
服务质量长期难以保证等问题。

打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需要
多措并举、多方持续发力。

首先，要优化乡村快递末端服务站点
的类型和数量。结合快递量、地理位置等

实际，进行站点布局。同时，末端站点可叠
加一定服务，增加吸引力和活力。以德清
县为例，村级快递服务站点，叠加家政、商
贸、养老金提取等“一站式”服务，不仅能收
发快递，还成了便利村民生活的去处。

其次，强化共配市场主体培育。充分
发挥邮政、商超等主体能动性，同时对乡村
配送网络进行优化，整合社会运力，降低物
流成本。企业也要抓住消费下沉的机遇，
不断拓展业务来源，增强自身造血能力。

最后，对于县域共配的基础设施，
相关部门可将其作为公益性设施进行
扶持，方案中也强调要完善农村电商物
流基础。各方协同，不断加强乡村物流
配送网络打造，将
更 好 地 满 足 浙 江
农 村 地 区 日 益 增
长的寄递需求。

（作者系浙江
工商大学现代商贸
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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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今日 74977 件派送中。”在德清城
配物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沈云打开
智能配送GIS指挥大屏，记者发现：全县
平均每天进出20多万单快递，派送情况
一览无余。这一面聪明的大屏依托的是
公司投资两亿元研发的 GIS 指挥中心、
车货场智能调度系统，新系统的应用推
动了整个德清县域内配送一体化，整体
配送效率提升37%。

在沈云看来，在城市里快递可以送
到家门口，但在乡村仍难实现，村一级物
流是农村电商发展的短板，面临基础设
施薄弱、物流配送成本高等问题。从“快
递进村”到“快递活村”，也是她从教师转
行到物流业，一直想要做成的事。

过去十年，浙江农村电商星火燎原，
发展迅速。展望未来，有业内人士指出，
物流配送缺乏体系化建设、专业的电商
运营和网络营销人才缺乏、农村电商数
字化转型不足等，限制了农村电商进一
步发展。破解农村电商“成长的烦恼”，
正当其时。

产业旺，离不开人才兴。农村电商
新业态不断涌现，对专业人才需求愈加
旺盛。当下的年轻人更愿意扎根大城
市，农村电商人才如何破土而出？

“从补光灯的灯色、灯温、高度、亮
度，再到选品介绍，我们通过‘保姆式服
务’，培育本地带货主播。”泽国镇水乡共
富工坊负责人张必胜介绍，授人以鱼，不
如授人以渔，工坊助力培育本地主播，涉
及鞋子、家居、小电器、农产品等众多品
类，第一期参加培训的 60 多人中，已经
有本地主播拥有了稳定客流。

在马屿镇，“小英夫妻”“乡村赵大
姐”“谢小暖”等特色鲜明的本地主播队
伍正在崛起。当地的“草根工社”孵化了
20 余名农民成为直播达人，服务涉农企
业127家。瑞安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我们将会通过实施本土主播、直播
共富工坊、名特优产品三大倍增计划，进
一步培育本地主播人才，实现农民收入
增加、农业产业升级。”

在持续完善乡土电商直播人才培育
上，我省正持续发挥各级电商公共服务
中心、电商直播式共富工坊等平台作用，
搭建多元化、普惠化、全方位的公共培训
体系，常态化加强电商人才培育工作。

推动未来农村电商再上新台阶，形
成更为完善的农村电商生态，离不开良
好的政策环境以及公共服务的提升。我
省各地加快脚步，招引电商平台、培育壮
大电商主体、优化电商营商环境等。

以德清县为例，当地通过打造“线下
站点+线上平台+共富合伙人”模式，招
募众多物流企业、农业生产企业、创业者
及技术能手加入共富合伙人队伍。他们
以技术入股、创意合作、资金合作及协助
招商等多种方式，发挥各自优势，拓宽了
富民增收的路径。

自 2019 年开始，我省先后获批 34
个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其中山区县达到16个。

近年来，建设覆盖县、乡、村的综合
电商服务体系，针对性进行电商人才培
训，培育骨干企业，搭建孵化平台，打造
电商品牌等浙江农村电商经验，走入新
疆、四川等地，有力带动了当地电商生态
培育。

2021年起，桐乡市对口帮扶四川松
潘县，也将发展电商的经验做法传授至
松潘，当地的牦牛肉、藏红花椒等产品触

“网”销往全国。桐乡还把电商公共服务
模式带到松潘，并打造电商产业园，已培
育电商青年创业企业20余家、电商人才
900人。在今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
会期间，浙江电商赋能共富的案例登上
国际舞台。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将
持续优化农村电商发展环境、促进农村
电商基础提升、加快直播电商提质升
级、加强电商人才培育，进一步完善我
省农村电商发展生态，拓展新渠道、新
业态、新场景，推动农村商贸流通生态
数字化转型，激发农村电商发展活力和
内生动力。

破解“成长的烦恼”形成更为完善的商业生态

村里的网店一家接一家，货架上
堆满鞋盒，老人熟练地修剪鞋子的线
头，快递小哥来回穿梭⋯⋯在温岭市
泽国镇双峰村，这个远近闻名的

“淘宝村”，村民们从“双12”
大促前夕一直忙碌到现
在。

如今在浙江，像双
峰村这样因电商而繁忙
的村庄还有很多。

首个“农村淘宝”试
点 落 户 桐 庐 县 10 年 以
来，浙江各地农村电商星
火燎原。随着农货卖全
国，手机、电脑成了新农
具，快递发货、直播带货化
身新农活。

2024 年 1 至 10 月，全
省农村网络零售额 9528.6
亿元，占全省网络零售额
38.8%。农村电商发展区域
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和协同
效应明显。

面向未来，作为农村电
商大省的浙江有了新目标。
近日，省商务厅等 9 部门印发

《浙江省关于推动农村电商高
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提出
用 5 年时间，基本建成设施健
全、主体活跃、产业融合、流通
顺畅、服务高效、生态完善的农
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先行省，打
造农村电商“全国新高地”。

记者走进浙江多地，看农
村 电 商 如 何 打 开 浙 江 农 货 销
路 ？ 如 何 盘 活 各 地 乡 镇 特 色 产
业？农村电商又如何从容走入下一
个十年？

手机、电脑变身新农具，快递发货、直播带货成为新农活

浙江农村电商奔向新高地
本报记者 杨一凡 赵 静 吴丽燕 通讯员 曾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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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一凡 赵 静 吴丽燕 通讯员 曾海英

“直播车来了！”在瑞安市马屿镇
蔬菜大棚边，看到一辆小车开来，菜农
脸上泛起笑容。

当地的“森活本味”共富工坊将直
播车开到田间地头，主播跳下车，拿出
手机、支架，就能现场直播。记者看
到，当天采摘的番茄、白芸豆等，成为
直播间“主角”，不到一小时就被订
购完。

在浙江，网店销售和直播带货的服
务已经深入偏远山村，惠及广大农户。
以往，由于交通不便，农产品大多只能
在当地售卖，销售半径较小，这不仅限
制了农户的增收渠道，也让那些喜爱尝
试新鲜食材的消费者难以接触到全国
各地的、带着“泥土味”的农产品。

“从摆摊卖到上网卖，市场之变
带动了农业农村发展格局之变。”马
屿镇党委书记项爱光介绍，2023年全
镇线上线下销售农产品高达 9100 余
万元。今年，销售额将突破 1 亿元。
越来越重视品质的电商消费者，反向
推动农产品生产的标准化、体系化和
品牌化。“天井垟大米”、全国名特优
新农产品“大日红毛芋”、全国非遗

“老蓝头南板蓝根”等马屿镇的区域
品牌如今已是名声在外。“农产品进网
店，不仅让消费者吃得放心，也提升了
农产品的文化价值和市场辨识度。”项
爱光表示。

如今，农产品直播销售已成风潮，
以短视频平台快手为例：在快手电商
兴农计划的助力下，2024年初至今，
浙江区域农产品商家GMV(商品交易
总额)同比增长超20%，订单量同比增

长超30%。
电商不仅带动农产品走出村，也

激发了村民的创业活力，为农村经济
注入新的活力。

从一根鞋带做起，温岭市泽国镇
双峰村的鞋业历经多年发展，渐成规
模。村里头脑活络的年轻人多年前尝
试开网店卖货，一张会卖东西的“网”
逐渐在双峰村张开。2014 年该村获
得中国“淘宝村”称号。如今，全村网
店数量超 200 家，三分之二的村民从
事电商相关工作，全村网络年销售额
超1.5亿元。

虽然农村电商发展很快，但网店
分散且规模不大，价格战越来越激烈，
而农村物流成本相较城市缺乏优势。
在这一背景下，如何让乡村网店升级，
让分散商家形成合力？

泽国镇布局电子商务园区，为商
家提供仓储的便利，同时向快递公司
争取更低的价格。在该镇汇富春天电
商产业园内，卡卡布童鞋企业负责人
郑鑫介绍，公司平均一天发货近两万
单，高峰时达三四万单。“今年的销售
目标为 700 万双，我们很有信心。”信
心背后，是园区物流便利。

“不管电商平台如何迭代，仓储、
产品和物流，是不变的刚需。”汇富春
天电商产业园总经理苏力表示，园区
以物流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实现降本
增效，拉动产业升级。如今，园区入驻
工业企业百余家，服务业企业约 200
家。今年，园区日均发货 80 万单，带
动双峰村等周边村庄鞋类制造进一步
发展，吸纳更多年轻人涌入。

从摆摊卖到上网卖
电商带动农村发展格局之变

“39.9元的针织外套要不要？”“喜
欢这款围巾的宝宝，可以点击下方小
黄车！”在桐庐县横村镇，工厂里的吆
喝声不绝于耳。

横村镇是桐庐县工业强镇，以针
织产业闻名，产品远销欧美亚等地。
越来越多的针织企业谋求转型，搭上
电商快车。

不仅在横村镇，浙江省各个村、
镇、县的产业都如珍珠般串联成链，展
现出鲜明的“块状经济”特色，使得乡
野间各类产业带如同百花齐放。这些
分布在不同地域的产业带，如何借助
农村电商的力量重新整合，进而开拓
更为广阔的新市场呢？

记者在桐庐听到最多的答案是：
思维要跟着变。

以往受传统外贸思维影响，桐庐
不少企业不愿意或者不敢接触电商等
新模式，处于浅层“触网”阶段。“现在，
我们镇里越来越多的纺织工厂愿意加
入直播行列。”在桐庐县横村镇的一间
厂房内，杭州鑫涵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负责人吴亚萍和她的女儿每天都出现
在直播设备前，展示镇里企业生产的
围巾和帽子，日均销售额稳定在 6 万
元左右。

桐庐县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表示，针对横村镇产业带的源头工
厂缺乏电商运营经验等问题，该中心
通过对接外部机构、达人，为企业提供
直播技术及人才培训服务，鼓励开展
厂地直播。“工厂能更近距离地贴近市
场和消费者，带动企业从成本、订单驱
动，变得更能跟上市场节奏。”该中心
今年已入库县内外优质服务商 20 余
家，对接走访本地企业百余家，孵化企
业30家。据不完全统计，桐庐开展直
播带货的针织企业达30余家，近半年
销售额超5000万元。

农村电商的发展，推动浙江县域
产业带内部的加速整合以及资源优化
配置，提升了其市场竞争力。

江山市的消防器材、木门等特色
产业集群，透过一块块屏幕，小镇上的
工厂车间变身直播间，在“车间直播+

工匠主播”模式带动下，51 家工业企
业打造了70余个车间直播间，培育工

匠主播200余名。走进上余镇一家门
业企业的车间，一边是连轴转的机器；
另一边，来自一线的技术员、工程师、
营销骨干等，正滔滔不绝地面对直播
镜头介绍产品。相比其他带货主播，
他们更了解企业的产品和技术，更能
让消费者信服。江山诸多产业的销
售，借助电商实现从B端到C端延伸，
有效提升产品成交率，今年获取线上
订单超30亿元。

随着一二三产业全链条式发展日
益成为趋势，将特色产业带与绿水青山
相结合，为文化旅游注入新活力，农村
电商正崛起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新势力。

湖州美妆小镇坐落在吴兴区埭溪
镇，距离杭州约一小时车程。这里入
驻化妆品及相关配套企业超过 280
家，是浙江省“十四五”期间化妆品产
业的唯一核心承载区。

2016年起，四季玫瑰庄园在美妆
小镇引种百余种玫瑰，集玫瑰种植、休
闲观光等功能为一体。结合小镇自然
风光、玫瑰竞放场景等，一场场庄园内
的直播，吸引了八方来客。记者看到，
来自杭州等地的年轻人前来体验各类
化妆品，享受惬意的田园时光。

以美妆产业为核心，美妆小镇重
点推进国际美妆时尚博览中心、四季
玫瑰庄园等文旅产业项目，通过举办
大 V 实地采风打卡、线上联动推出短
视频等，展现美妆小镇“美丽经济”，加
快以美妆为特色的全域旅游发展，年
均游客量突破30万人次。“接下来，美
妆小镇将继续发挥电商带动作用，打
通从美妆原料种植、产品研发生产到
消费旅游体验的全链平台，实现产业、
文化、旅游联动发展。”美妆小镇相关
负责人表示。

为集聚优质资源，提升浙货开拓
市场的渠道和能力，我省商务部门联
合淘宝天猫、得物、小红书、抖音、快手
等平台，开展各类产业带对接活动近
350 场，力争今年全省网络零售额超
过 3.2 万亿元,较去年实现 6%以上的
增幅。

此外，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在
提升产业集聚水平上，全省按照特色化
差异化发展思路，省市县三级联动，分
类开展电商专业村、电商镇梯度培育。
截至2023年底，全省网络零售额超千
万元的电子商务专业村达2642个、电
商镇365个。产业集聚水平不断提升，

为推动县域商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重要支撑。

“块状经济”触网
特色产业链接新市场

在在吴兴区埭溪镇美妆小镇的一家化妆品企业吴兴区埭溪镇美妆小镇的一家化妆品企业，，工人在车间里赶制订工人在车间里赶制订
单单。。 共享联盟共享联盟··吴兴吴兴 何伟卫何伟卫 摄摄

▲ 在桐庐县百江镇罗山村，党员干
部运用网络直播宣传推介蓝莓。

通讯员 徐军勇 摄

◀ 瑞 安 市 瑞
陶甘蔗专业合
作社直播团队
在甘蔗田里直
播。共享联盟·
瑞安 项颖 摄

温岭市泽国镇双峰村网店员工正在清点仓库存货温岭市泽国镇双峰村网店员工正在清点仓库存货。。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