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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台 电 视 机 能 补 贴 多 少 钱 ？”“ 多 买

两件，补贴能叠加吗？”……中秋节恰逢赶

集 日，早上 8 点多，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兴泾

镇已是车水马龙。街口的一处门市，店面不

大，家电却是齐全，顾客络绎不绝，根据今年

家电下乡相关政策，乡亲们可享受“满 5000
返 500”的补贴。

今年以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部门陆续出台文件，提出“扎实推进绿色智

能家电下乡”“持续推动家电下乡”。近日，

记者跟随送货卡车走村入户，听听经销商、

送货员和消费者口中的家电下乡新趋势、农

村消费新变化。

经销商李义哈：

“补贴方式变了，
消费劲头不减”

到兴泾镇赶集，买家电必去老李家。“咱

这店开了快 15 年啦，十里八乡都认。”经营者

李义哈今年 55 岁，正忙着安排装车送货。

早 些 年 ，李 义 哈 曾 在 集 市 摆 摊 卖 收 音

机 、单 放 机 。 2008 年 底 ，家 电 下 乡 政 策 全

国 推 广 。 他 借 来 2 万 多 元 开 了 门 店 ，第 一

年 就 还 清 借 款 ，还 攒 下 6 万 多 元 。“ 那 时 候

我 买 了 辆 二 手 小 货 车 ，白 天 守 店 、晚 上 送

货。”记忆里的高峰期，一天能卖出 20 多台

大 家 电 、一 个 月 光 销 售 补 贴 就 有 10 多

万元。

当年是“先买后补”：村民凭借户口簿、

身份证等以补贴价购买，李义哈每月去一次

镇财政所，领取已售家电的补贴款。

“现在，顾客点点手机就能行。”李义哈

拿出手机示范：“打开‘我的宁夏’APP，点击

‘满 5000 返 500’消费券，直接抵扣电器价。”

他看好农村家电市场，这些年又开了一家分

店，还租下 500 平方米的仓库、买了新货车。

店里的家电生意一直红火。“补贴方式

变 了 ，消 费 劲 头 不 减 。”李 义 哈 告 诉 记 者 ，

最近这些年，村民购买电器更追求高品质

和便捷性。店里生意做大了，他聘了一名

送 货 员 。 不 仅 送 货 上 门 ，还 能 免 费 安 装 ，

老李家名气更响了，常有外地村民专程来

选购。

西夏区商务局工作人员马梅告诉记者，

自家电下乡工作开展以来，西夏区农村彩

电、冰箱等白色家电普及率从两成左右提高

到九成以上；地方促消费、惠民生的补贴措

施不时推出，春节、中秋等假期通常会掀起

农村家电消费的热潮。今年中秋国庆假期，

西夏区发放惠民消费券，开展了包括智能家

电及燃气灶具等满减补贴活动。

送货员马志孝：

“大家电越卖越多，
送货却轻松了”

清点货物、装车固定，送货地址确认，路

线稍作盘算，马志孝便跳上货车准备出发。

“晚上 11 点前回来交车！”他摇下车窗，朝着

仓库门口的李义哈喊道。

“ 已 经 下 午 了 ，这 一 大 车 今 天 能 送 完

吗？”驾驶室里，看着小马一脸轻松地手握

方向盘，记者有点不相信——大货车载重 6
吨，车厢里装了十来件家电，有的要送到隔

壁区县农村，送货上门外加安装，时间怕是

不够。

“放心，农村公路现在通畅多了，吃晚饭

的时间都宽裕。”马志孝轻踩油门加速，货车

出了乡镇，在宽阔的城际快速路上飞驰。

33 岁的马志孝，在李义哈门店做送货员

已有 8 年，走遍各乡各村，对这一带的道路烂

熟于心。早些年，糟糕的路况是他最头疼的

事：“以前别说村道，就连出镇的路都是沙土

路，那时候送一车货得凌晨 5 点出发，夜里

12 点前能送完就不错。”

更难走的是砂石路、烂泥路，“开车就像

开 船 ，颠 得 屁 股 疼 事 小 ，颠 坏 货 物 就 麻 烦

了。”2017 年的一天，马志孝进村送冰箱，由

于赶时间，车速快了些，一路颠簸。送到后

拆了封，买家欢天喜地正伸手要摸，只听“哗

啦”一声，冰箱的钢化玻璃门碎了一地，小马

和买家面面相觑。最后只能走售后流程，给

换了台新的。

说话间，到了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兴源

村。沿着四车道的柏油路进村，一路秋景怡

人，熟透的玉米比人还高，抽着穗密密麻麻

立在道路两侧。货车疾驰前行，不一会儿便

转进水泥硬化的入户路，直达村民家门口。

“以往，进村这段路要花半小时，今天 5 分钟

不到。”马志孝说。

拿出送货单比对，是一台容量 560 升的

对开门冰箱。“这款 6000 元出头，冷冻空间

大，能冻半只羊，在农村很受欢迎，这个月我

就送了 10 多台。”小马回忆，他刚做送货员

时 ，村 民 最 常 买 的 是 200 来 升 的 小 三 门 冰

箱。如今，对开多门型的大冰箱越发成为

首选。

“农村日子越过越美了。以前，村里人

夏 天 买 电 风 扇 ，现 在 都 是 买 空 调 。 净 水

器 、抽 油 烟 机 等 普 及 率 也 不 低 。”跳 上 货

车 ，马 志 孝 感 慨 ，“ 大 家 电 越 卖 越 多 ，送 货

却轻松了。”

消费者于建发：

“智能家电一联网，
方便得很”

晚上 9点，送货之旅来到最后一家。宛若

银盘的满月挂在树梢，与乡村路灯交相辉映，

货车停在了兴泾镇西干村村民于建发家门口。

“早上在镇里赶集定的电视机，晚上就

送到了！”于建发看记者挽袖子打算帮忙，赶

紧拦住，“我和小马就能抬进屋！年初买的

冰箱、洗衣机和空调，都是他送货，我俩一起

抬东西默契。”

这台 65 英寸的超薄彩电并不重，最终由

马志孝一个人扛进了屋。“电视柜真漂亮！”小

马一声赞叹，让记者注意到客厅电视柜占据了

整面墙，精美的木雕、细致的做工，赏心悦目。

“养牛、种庄稼攒了些钱，装修一下房

间，住进新房过节。”安装调试后，于建发打

开新电视，“2019 年，村里光纤入户，能收 100
多个台，看高清电视节目，这种大屏款式的

用着正好。”

老于家用过的早期电视信号装置——

井字形天线，如今还躺在杂货间。“当初装在

户外的屋顶上，刮风下雨时得专门固定好才

勉强有信号。”后来，村民们还用过“户户通”

信号接收器，能收 50 多个台，但也需要露天

放置，同样容易受天气影响。

不断完善的硬件设施，极大改善了农村

的家电使用体验。“2015 年初，村里通了自来

水。在那以前，洗衣机洗衣服，需要打井水

再倒进去。”于建发指着院里一处封闭的井

口说，那时候洗一缸衣服需要打 3 桶水，“井

水里有小沙子，洗完在衣服上抖不掉，穿身

上硌得很。”

“从脱贫攻坚战打响开始，村里面貌一

天赛过一天！”在老于家串门的村支书陈红

霞表示，近些年，硬化路修好了、自来水开通

了、无线网普及了，大伙儿靠着种植蔬菜过

上了好日子，用的电器越来越多是智能款。

于建发家的洗衣机已换成了全自动滚

筒式，还能用手机遥控操作。“现在家家户户

都装无线网，智能家电一联网，方便得很！”

老 于 打 开 各 类 APP，边 展 示 他 的 操 作 记 录

边说。

“下次你挑中午来送货，吃顿便饭，顺便

让你瞧瞧厨房那套智能电器是怎么听手机

指挥的！”临别时，于建发说。

本期统筹：吕 莉

送电器进农家 看市场谈变化
—宁夏银川兴泾镇家电下乡消费观察

本报记者 张 文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有条件

的地区开展新能源汽车和绿色智能家电下

乡。在相关部门带动下，各地方和行业协

会、企业等做好配合，推动绿色智能家电下

乡走深走实。

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绿色、低碳、智

能、时尚消费观念的逐渐深入，以及农村消

费者对家电在功能、形态、体验上全面升级

的新需求，给家电流通平台和生产厂家带

来新机遇，促进高品质家电消费在县乡市

场升温。

上半年，主要电商平台绿色智能家电

下乡销售额同比增长 12.7%。拼多多数据

显示，上半年智能家电受到大部分农村地

区消费者喜爱，空气炸锅销量同比增长超

200%；智能生活小家电迎来销售热潮，电

动牙刷、筋膜枪、养生壶等销量增长翻倍。

目前，京东在 2.5 万个乡镇、60 万个行政村

开设超 1.7 万家家电专卖店。

“从市场来看，家电消费的年轻化趋势

进一步突显，90 后、95 后在消费人群的占

比增长明显。”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副理事长

徐东生介绍，农村地区年轻消费者偏爱智

能、高端家电，有些还追求个性化、定制化

产品；从有的电商平台来看，信息家电品类

中，超过 4000 元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在

农村地区销量有小幅提升。

“推进绿色智能家电高质量下乡，还需

增加优质供给，改善消费条件。”徐东生认

为，一方面，要打造更多适销对路的好产

品。家电生产企业要针对农村市场特点和

消费需求，加快研发推广性价比高、操作简

便、质量优良的产品。另一方面，要织密营

销网络，完善服务体系。引导家电生产、销

售、维修、回收企业及电商平台下沉渠道，

在县乡两级设立直营店、体验店、服务网

点、回收站点、前置仓；完善配送、安装、维

修、拆旧、搬运等一体化服务，让农村居民

买得开心、用得顺心、换得省心。

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如何走深走实
本报记者 齐志明

■延伸阅读R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经济新方位R

共建“一带一路”·权威访谈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开创了我国对外

开放新格局，也为新疆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发展新机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

常委、人民政府副主席玉苏甫江·麦麦提

近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经过

十年探索实践，新疆推动“一港、两区、五

大中心、口岸经济带”建设不断取得新突

破。迈上新征程，新疆将持续拓展对外

开放广度深度，扎实推进“一带一路”核

心区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一带一路”核心区
建设成果丰硕

十年来，新疆在政策沟通、设施联

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方

面持续发力，推动核心区建设取得实打

实、沉甸甸的成果。

对外交流“朋友圈”不断扩大。玉苏

甫江·麦麦提表示，新疆企业对外投资覆

盖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成 4 个境外经

贸合作园区，举办 7 届中国—亚欧博览

会、近 50 场周边国家新疆商品展洽会。

“今年，我们加大‘走出去、请进来’

力度，自治区党政领导密集开展多场外事会见，接待 50 余国团

组，在多领域达成系列合作，拓展了国际交流合作新空间。”他

说，新疆还与港澳地区加强协作，与甘、青、宁、藏等省区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携手推进向西开放。

打造“亚欧黄金通道”成效凸显。目前，新疆开通双边国际

道路运输线路 118 条，新疆至欧洲高速公路全线贯通，10 个公路

口岸铺通二级路面，与哈萨克斯坦第二条铁路建成运营。兰新

铁路精河至阿拉山口段增建二线、乌鲁木齐机场改扩建等一批

互联互通项目正在加快推进，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喀什等一批

物流枢纽综合能力提升项目也在紧锣密鼓实施。

截至 8 月底，经新疆过境的中欧（中亚）班列达 7 万列，占全

国 57%以上；始发国际班列 8024 列，年均增长 50.4%。

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人文交流不断走深走实。“新疆与国

外 24 所大型医院建立跨境远程医疗服务平台，对外科技合作覆

盖 45 个国家和地区、400 多家科研机构，与 25 个国家和地区签

订 230 余份校际交流合作协议，累计培养 95 个国家近 1.2 万名留

学生。”玉苏甫江·麦麦提表示，核心区民意基础不断夯实。

优势产业为核心区高质量发展赋能

作为“一带一路”核心区，新疆具有独特的区位、政策、资源

等优势。

“国家延续优化了西部大开发、新疆困难地区、劳动密集型

产业等的优惠政策，不断加大对新疆商贸、物流、农业、能源等领

域支持力度。”玉苏甫江·麦麦提说，还批复设立一批国家级重点

开放平台，出台系列政策支持新疆优势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提质

增效，为“一带一路”核心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目前，新疆正加快形成以油气生产加工、煤炭煤电煤化工、

绿色矿业、粮油、棉花和纺织服装、优质畜产品、绿色有机果蔬、

新能源新材料等“八大产业集群”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三基地一通道”建设全面提速，西气东输一、二、三线和疆

电外送第一、二通道相继运行，疆煤外运规模稳步提升，光伏硅

基产业不断壮大……玉苏甫江·麦麦提介绍，近年来新疆加快融

入新发展格局，不断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

应，为优势产业集聚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此外，新疆还大力发展边民互市贸易、市场采购贸易、跨境

电子商务、二手车出口试点等新模式新业态，培育建设了一批进

出口产品加工基地，吸引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为口岸城市经济

社会发展持续注入活力。

在共建“一带一路”中更好造福人民

“实践证明，新疆开放发展有基础、有优势、有潜力，只要坚

持把发展成果落到惠及民生、凝聚人心上，激发出各族干部群众

同心同向的奋斗豪情、汇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就一定能够

实现追赶跨越、后发赶超。”玉苏甫江·麦麦提说。

他介绍，目前新疆建成投运民用运输机场达 25 个，所有地州

市开通高速公路，全部县（市、区）实现通二级及以上公路，所有乡

镇和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此外，新疆还开通了和田—

喀什—乌鲁木齐集拼集运货运班列、喀什至巴基斯坦卡拉奇国际

定期货运航线，支持南疆农副产品、电子产品等打通外销渠道，助

力南疆稳就业、稳外贸、稳增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迈上新征程，共建“一带一路”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玉苏甫江·麦麦提表示，新疆将锚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中的战略定位，以“一港”（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两区”

（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五大中心”（交通枢纽中心、商贸

物流中心、医疗服务中心、文化科教中心、区域金融中心）、“口岸

经济带”（沿边开放口岸）建设为主线，实施一批标志性、示范性

工程，持续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着力提升核心区在服务国

家向西开放、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中的战略地位，为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乌鲁木齐 10月 3日电 记者李自良、刘兵、潘莹、孙

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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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共建“一带一路”，顺应时代潮

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

共商共建共享，践行开放、绿色、廉

洁理念，致力于高标准、可持续、惠

民生目标，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

供了中国方案，已成为最受欢迎的

国际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

作平台。

为深入宣传阐释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论述，

宣传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丰富内

涵、核心理念和重大意义，即日起，

本报开设“共建‘一带一路’·权威访

谈”专栏，通过对相关省区市、部委

负责同志的专访，全面讲述各地各

部门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特

色亮点和经验做法，充分展现共建

“一带一路”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

和产生的深远影响。




































行进在稻田边的小火车、可供游玩吃住的

汽车度假小镇、温馨整洁的特色民宿……眼下

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中兴村，景色美不

胜收，游客流连忘返。

“我打算扩大规模，院子里搭上彩钢顶棚，

再摆放些桌椅，让更多游客吃上可口的特色美

食。”两年前，村民金明洙返乡经营起汤饭馆，

现在一年纯收入有 30 多万元。

从“空壳村”到农旅融合发展的“旅游村”，

中兴村集体收入由 2020 年的 10 余万元，增长

到去年的 360 万元。

近年来，牡丹江市聚焦农业提质增效，坚

持三产融合，激发乡村新活力，让广大乡村走

上产业振兴新路。去年，全市农民人均收入近

2.5 万元。

在 宁 安 市 上 官 地 村 的 响 水·国 际 稻 米 公

园，温暖的阳光洒在玄武湖上，湖面泛起粼粼

波光。微风拂过，湖畔的稻田里稻浪翻滚。

“上官地村的黑土地富含各种矿物质、有

机质和微量元素，造就了‘石板大米’的优秀品

质和口感。”宁安市玄武湖大米专业合作社销

售经理陈雨佳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笑容。

2016 年，陈雨佳返乡领办宁安市玄武湖大

米专业合作社，坚持绿色生态有机种植，带动

本村及周边农民就业 500 余人。

如今，合作社有机水稻种植规模从最初的

50 亩扩大到 1800 亩，还辐射附近村屯 6000 多

亩，每亩收入从 5000 元左右提高到近 1 万元。

截至目前，牡丹江市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

面积接近全市播种面积的 50%，培育 26 个国家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绿色有机食品认证

数量达到 220 个。

在农产品种植环节提质增效的同时，牡丹

江市不断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全市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已发展到

209 户，去年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 65%。

在以种植黑木耳闻名的东宁市，菌种菌袋制作、食用菌机械制造、

木耳精深加工等一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正加速集聚。

木耳酱、冻干木耳、即食木耳……东宁山友食用菌科技研发有限公

司的展厅内，各色木耳深加工产品琳琅满目。“我们多年来持续深耕黑

木耳精深加工领域，着力提高产业附加值，产品进入大型商超、铁路餐

饮等。”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牡丹江市已创建 5 个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1 个国家级和 5
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多个产业被纳入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

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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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宁 10月 3日电 （庞革平、罗婕）据中国铁路南

宁局集团有限公司数据：今年前三季度，西部陆海新通道

铁海联运班列运输货物 63.3万标箱，同比增长 14%。中秋

国庆假期，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枢纽车站钦

州港东站节日物资及粮食、化肥等重点物资

运输需求旺盛。广西沿海铁路公司与港口、

海关保持沟通联系，对重点物资实行精准保

供、优先运输，优化钦州港东站车辆取送作

业，车辆取送时间压缩至 60分钟，效率提高 33%。

图为 10 月 2 日，满载货物的列车从钦州港东站

驶出。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摄

前三季度西部陆海新通道

班列运输货物同比增长 14%

（上接第一版）长清区在假期举办“金秋旅游节”活动，

吸引更多游客到乡村放松身心。“我们将大力推动党建

引领农文旅融合发展，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济南市长

清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振强说。

10 月 3 日，河南濮阳市南乐县近德固乡西吉七村

阳光果园，连片的梨树枝叶繁茂，种植户们忙着采摘黄

梨。“俺这梨的品质高，很受市场欢迎，今年能卖到 4 块

多钱一斤！”种植户郭振起脸上满是笑意。近年来，南

乐县因地制宜发展精品水果种植，培育特色林果种植

基地，实现农民增收致富。

左手抓稻，右手挥镰，市民赵婧从云南昆明市区来

到五华区大村社区麦和稻田文创农庄，体验干农活的

滋味，“既能体验传统的农耕文化，还能在田间的咖啡

屋品一杯咖啡，这种感觉很棒。”国庆假期，以“庆丰收

促和美”为主题的丰收节活动在大村社区举行，游客穿

行在金色的田野，拍照记录美好风景，同享丰收喜悦。

国庆假期，在福建福州市晋安区宦溪镇“宦溪优

品联盟展示馆”，鼓岭番薯、茉莉红茶、板栗南瓜等特

色 农 产 品 琳 琅 满 目 ，吸 引 众 多 市 民 游 客 前 来 采 购 。

不远处的鹅鼻村百亩鹅鼻萝卜示范基地内，种植户

黄学快忙着调试滴喷灌设备，“订单都排到年底了！

趁着天气好，抓紧改造山田，争取今年萝卜产量达到

40 万斤。”

（综合本报记者窦瀚洋、白光迪、王云娜、杨颜菲、

刘峰、侯琳良、郑壹、姜峰、徐驭尧、王者、叶传增、刘晓

宇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