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窗 上 的 冰 花 渐 渐 被

屋内的热气消融。正值新春，

位于辽宁省海城市中小镇得胜村

的一家便民商店一刻不闲。店主田汝

艳今年 49 岁，因为天生脊柱侧弯干不了农

活，开了 20 多年便民商店。

“砂糖橘有没？”店门被拉开，有顾客登门了。

“今天新到的，保甜！”田汝艳热情地招呼着。

几年前，便民商店挂上了得胜村电子商务公共服

务站的牌子，小店愈发热闹，田汝艳也多了服务站站

长的身份。“快递收发、银行卡取款、生活缴费、打印复

印，乡里乡亲不用跑远，来我这都能办了。”田汝艳一边

介绍着，一边为顾客称装砂糖橘。

自 2021 年起，海城市全面推进农村商业体系建

设，以电子商务进农村为抓手，不断健全县、乡、村三

级物流体系，对信誉、经营状况较好的村级便民商店

进行改造升级，夯实农村商业体系基础。目前，海城

市已改造升级 179 家村级便利店，占全市 355 个行政

村的 50%以上。

改造升级

商品服务下沉到村

田汝艳的便民商店里，有 10排近一人高的货架，商

品琳琅满目。眼下，入口处最显眼的货架上，摆放着砂

糖橘、海鲜礼盒、各种饮料等最受欢迎的年货，还有海城

本地产的大米、鸡蛋、山楂制品等。

中午 11 点，72 岁的王显玉走进商店，买上一提鸡

蛋、一袋山楂卷，一共花费 27 元。只见她掏出现金付

了钱，又掏出一张银行卡说道：“我想查查账户里有

多少钱。”

虽然现在智能手机已经普及，但村里的不少老

人 还 是 不 太 会 在 手 机 上 查 询 账 户 余 额 、缴 纳 水 电

费。田汝艳将银行卡插入银行手持移动终端，屏幕

上的交易界面出现了收银、缴费、查询等功能，点击

查询按钮，账户余额显示还有 5300 多元。

“帮我取 300 块钱吧。”王显玉说。田汝艳继续点

击取款按钮，输入金额和密码，屏幕显示交易成功，终

端自动打印出凭条。王显玉在凭条上签字后，田汝艳

从抽屉里拿出 300元现金给王显玉。

“这个移动终端后台绑定的是我名下一张固定的

银行卡，乡亲们来取款，后台就会把这笔钱划入我的

账户内。每隔一段时间我去银行时，就提前取一些现

金备用。”田汝艳说，“有政府对接资源，村民不用跑远，

在我这也可以放心、便捷地取现。”据了解，为进一步提

升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和可得性，从 2012 年开始，辽

宁省在县域地区实施“惠农通”工程。累计在农资批

发店、超市等农家店建立 6000 余个服务点，提供助农

取款、转账及线上预约和小额支付结算等金融服务。

田汝艳的便民商店就是其中一个服务点。

除此之外，店里还能提供代缴服务。田汝艳负

责为 40 多个水费、电费缴费账户代缴费用，每帮村民

代缴一笔，她都会在便民服务台账上做记录。2021
年起，海城市筛选信誉良好的村级自主经营便民商

店，按每店 8000 元的投入标准进行升级改造，因店制

宜配置相关设备设施，对接供应链、物流、金融、旅游

等商品和服务资源，让农村便民商店成为功能更丰

富的农村商业服务站。

“以前取现金、缴水电费，至少要去四五公里外

的镇上，现在这些事家门口就能办。”王显玉说。“如

今的农村新型便民商店，不只是商品丰富了，服务类

型也更多了。”田汝艳说，功能丰富后，便民商店人气

更旺，日均营业额提升了 30%。

电商赋能

本地特产上行畅通

午饭后，是便民商店较为轻松的时刻。这几个小

时，田汝艳会在商店的隔壁房间帮儿媳妇李文婷的电

商直播间打包快递。“这两天红色连衣裙、针织衫、马甲

卖得格外好，中国人都讲究过年穿新衣，我们得赶快

把货都发到顾客手中。”李文婷说。

在与中小镇相邻的西柳镇，有着全国规模

最大的服装专业批发市场——西柳服装

批发市场，也带动了中小镇服装加工

产业的发展。去年 2 月，一直在家

带孩子的李文婷开始尝试大码

女装电商直播。“一方面我们

本地的服装进货资源丰富，

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便

民 商 店 的 物 流 便 利 。”李

文婷说。在十几平方米

的直播间内，有货品展示

架 、绿 幕 等 设 备 。 李 文

婷 介 绍 ，每 隔 一 段 时

间 ，海 城 市 商 务 局

就 会 组 织 有 针

对 性 的 免 费

培 训 ，讲

授最新的直播策略和技巧。“半年时间，我的直播

间已经积累了 4.7 万名粉丝，一晚最多能成交三四

百单。”李文婷信心满满。

对于直播商户来说，物流的时效和价格是最

为敏感的话题。“过去，村里的快递选择少、费用

高、时效慢，搞电商直播想都不敢想。”李文婷说，

“现在快递服务点落在便民商店，家门口就能收发

3 家快递快件，既方便又便宜。”

近年来，海城市以农村便民商店作为快递村级

服务站点，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同时，海城

市通过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整合物流资源，形成

规模效应，在降低物流服务商成本的前提下，使其让

利于农村物流使用的终端群体。“2022年，我们投资

建设了海城市快递共配中心，日均收发快递 30余万

件，其中发出的快递数量占总量的一半还多。”海城

市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负责人张宇介绍，

过去，各家快递公司需要各自分拣、配送。而农村地

区由于快递数量相对较少、点位较为分散，快递公司

只将快递配送至乡镇，由村民到乡镇自取，以此降低

单件的分拣和配送的成本。“如今，不同快递企业的

快递在市级共配中心汇集，按收件地址分拣，再统一

配送至镇级中转中心、村级服务点；反之，发件时从

村级服务点统一收集到共配中心，再由各家快递分

散发出，可大大节省物流企业的运输成本。”

“每天晚上 6 点左右都会有快递员来收快递，

除偏远地区外，我们直播商户每单 2.3 元起步价就

能发全国。”李文婷说。

“物流企业逐步认识到农村电商的发展潜力，

纷纷主动入局。近两年，海城市快递量增加了约

30%，物流费用下降了约 20%，县级到村级的物流

时间从 48 小时缩减到 24 小时。”张宇说。

统仓共配

促进城乡消费平衡

下午 3 点左右，田汝艳前一天通过“海城商贸”

小程序下单的商品到货了。“5 个 20 斤装大米，5 个

10斤装大米，1箱鸡蛋……”田汝艳逐一清点货物。

“海城商贸”小程序是海城市电子商务公共服

务中心打造的商贸服务平台，主要汇集海城市本

地农产品，农村便民商店可以在此订到源头好货，

既打开了当地农产品上行渠道，又降低了农村便

民商店采购成本。“通过代理商线下巡店补货，一

般要一周左右到货；而通过‘海城商贸’小程序订

货，当天订，隔天就到，而且可以小批量订，保证货

品新鲜的同时，还能缓解资金压力。”田汝艳介绍。

“近几年，农村便民商店里的‘山寨货’基本销

声匿迹了，城乡消费差异更主要地体现在货源价格

和运输成本上。”海城市商务局副局长吴峰说，“如

何让农村群众以更低价格买到好商品，抓好采购和

物流两个环节是关键。”“店里的商品种类越来越多

了，大米都有好几种可选。尤其最近新增的水果品

类，太适合过年了，便民商店真方便。”王显玉说。

在 4800 平方米的海城市快递共配中心内，一

座容积 500 立方米的冷库不久前建成投入使用。

海城市正在探索尝试邮快商合作新模式，在快递

共配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商贸统仓共配。

“商贸统仓共配与快递共配原理相同，前期多了

进货和仓储环节。”吴峰分析道，“我们将各厂商、批

发商的货物在共配中心集中，让农村便民商店统一

从该平台上订货，再按区域分拣组合后实施共同配

送，形成规模经济效应，既能降低厂商向连锁店铺、

农村便民商店供货的物流成本，又能让便民商店享

受源头采购的批发价格。”吴峰介绍，下一步政府还

将与大型连锁超市开展合作，扩大工业品采购规模、

降低采购成本，进一步满足农村对工业品的需求。

为确保规范运营，海城市还注重对便民商店店

主、服务站站长的培训和考核，制定了《海城市农村

电子商务服务站（点）考评办法（试行）》，已累计培

训 4000余人次。“通过集中培训和现场指导，我们不

断规范服务站的陈列、服务台账，提升站长服务水

平。”张宇介绍。目前，完成改造的 179家村级便民商

店盈利水平显著提升，单店日均营业额达 2000元，年

均盈利超 2万元。“我们坚持改造一家存活一家，遵

循市场规律，尊重农民意愿。预计 2025年实现全市

355个行政村新型便民商店全覆盖。”吴峰说。

图①：近年来，各地深化“数商兴农”，

鼓励电商平台、直播团队充分挖掘农

村“土特产”资源。图为在山东青岛东

山张村直播带货基地，主播介绍刚捕

获的海蛎子。

韩加君摄（人民视觉）

图②：辽宁省海城市商贸统仓共配

中心工作人员为农村便民商店配送货品。

辽宁省海城市商务局供图

图③：城乡集市承担着农产品上行、生活消费

品下沉的重要功能。图为在山东潍坊高密市

年货大集上，一个小朋友在挑选年货。

李海涛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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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特色地瓜干、供销品牌产品……

走进山东省临沭县青云镇于家山村供销合

作社综合服务中心，该中心集日用品超市、

再生资源回收、快递流通服务、农产品上行

及金融服务于一体，成为当前农民生产生

活综合性服务平台的样板。

2023 年 8 月，商务部、中华全国供销合

作总社等 9部门办公厅（室）印发《县域商业

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提出，“到

2025年，在全国打造 500个左右的县域商业

‘领跑县’，建设改造一批县级物流配送中

心、乡镇商贸中心（大中型超市、集贸市场）

和农村新型便民商店。”

“农村新型便民商店是一个比较大的概

念，凡是有利于农村流通水平改善的新模式、

新场景都列入‘新型便民商店’的范畴。”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这类新

型商店，有的借助互联网、电子商务、大数据

等数字化工具赋能，能更精准匹配周边消费

需求，为居民提供高效便捷的到家服务；有的

在复合型功能上发力，搭载代扣代缴、代收代

发、打印复印等便民服务，实现“一点多用”

“一站多能”，有效改善居民消费条件。

新业态促进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

给，丰富消费者选择。

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由 195 个海岛组

成。该县小长山岛镇英杰村盛产海鲜，水

果蔬菜和猪牛羊肉较少，进口水果和鲜花

更是稀缺。此前，村民隔几周乘船去陆地

上采购，或者在农村小卖部购买基本生活

必需品。英杰村客利来商店，原本是一家

典型的农村小卖部，只卖米面粮油、烟酒糖

茶、日用百货及小五金。就在去年，客利来

商店从农村小卖部变身“农村新型便民商

店”，店内生鲜日杂品类丰富了十几倍。村

民 、游 客 可 以“ 按 需 下 单 ，次 日 中 午 前 自

提”。村民没见过或买着不方便的云南鲜

花、陕西大荔冬枣、海南红心火龙果、广西

螺蛳粉等，源源不断运到海岛小村。通过

互联网新业态与传统便利店的结合，催生

更多农村新型便民商店，提高了商品丰富

度 及 配 送 效 率 ，更 好 满 足 村 民 生 产 生 活

需求。

新模式促进消费潜力释放，激发消费

新需求。

一辆货车，既能为乡村送去生活用品，

又能运走农民的土特产品，这是福建省福清

市开启的供销小店助农新探索，由高山供销

合作社和物流公司等共同发起。供销小店

改变了传统农村食杂店的经营模式，集合了

供销合作社的品牌优势、资源优势和物流企

业的运输优势，积极推行源头直采、工厂直

采，进而让利村民，实行“2元店”模式。小店

每天营业额普遍在 1000至 1500元。除了销

售物美价廉的商品，供销小店还成了乡村里

的便民服务网点，有效满足当地农村居民尤

其是留守老人、孩子的生活需求。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有关部门负责人表

示，面向未来，推动农村新型便民商店发展

提速扩面、提档升级，需要各地区有关部门

加强统筹协调、做好政策衔接、强化大数据

应用，在用地、用能、用网、资金保障上加大

支持力度，进一步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市

场倾斜，以供应链、物流配送、商品和服

务下沉以及农产品上行为主线，以数字

化、连锁化、标准化为方向，健全县乡

村物流配送体系，引导农村商贸流

通企业转型升级。

新业态新模式，激发消费新需求
本报记者 齐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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