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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来人才进乡村

借着“数商兴农”的东风，越来越多年
轻的技术人才走进乡村，在这里开拓出一片
新天地。

刘元杰是一名95后，他运营的新媒体账
号名叫“疆域阿力木”。去年夏天，因其视频
中“美到失真”的新疆风光，“疆域阿力木”
被网友们笑称为“背景太假哥”，频频登上网
络热搜。

虽然黝黑的肤色、壮实的身材，让刘元
杰看上去像个地道的西北汉子，但实际上，
他来自江苏。“最开始，我是到新疆来玩的。
后来发现这里生产的蜂蜜特别可口，但销量
却不好，就感觉这个产业可以通过电商直播
做起来。于是就留了下来，给当地滞销的农
副产品带货。”刘元杰说。

一年多来，通过在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直
播带货，刘元杰收获了大量粉丝，也取得了
当地蜂农们的信任。现在，刘元杰不仅是尉
犁县养蜂协会会长，还被推选为尉犁县政协
委员。而今，如何吸引更多年轻人留在乡
村，帮助当地村民共同致富，是刘元杰最关
注的事。

“做好电商带货，需要有丰富的创意想
法，必须吸引更多人才。”刘元杰告诉记者，
他已组建起一支30人的团队，成员基本是90
后、00 后，来自天南海北。“大家在县里的
乡村振兴直播基地进行新媒体运营、电商营
销等方面的技术培训，不断总结问题和经
验，一起‘摸着石头过河’。未来，我们还会
打造自己的农副产品品牌，搭建起完整的产
销链条，带动周边更多农户就业增收！”

同样立志在“数商兴农”领域取得一番
作为的，还有陕西省汉中市佛坪县的返乡创
业青年周正亚。

地处秦岭深处的佛坪县生态环境优良，
出产多种农副产品。但前些年，当地的年轻
人很多选择去大城市闯荡，留守村中的村民
则缺少销售经验和销售渠道，导致这里的优
质产品很难走出大山。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佛坪县决定
以发展数字经济为抓手，推进“数商兴农”。
周正亚看准了这个机会，决定回乡将农村电
商事业做起来。

创业初期并非一帆风顺。周正亚说：“做
电商的前 3 个月，我们的商品基本上没人
看，直播间里都是自己的亲人在捧场，商品
购买转化率很低。”

幸运的是，2022年，佛坪县启动“电商
陪跑”计划，阿里公益邀请专业电商运营人
才，手把手扶持当地电商发展。阿里巴巴乡
村特派员高泉，带着丰富的互联网和电商从
业经验，来到佛坪县培育当地电商人才，帮
助他们进行产品开发和销售。

高泉发现，周正亚在电商平台上销售的
佛坪菌菇，主要是初级农产品，缺少特色，
很难在市场竞争中胜出。他建议，可以开发

菌菇汤包等更符合年轻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以适应电商销售需求。

果然，找对路子后，周正亚直播带货的
销量越来越高。去年底，在当地举办的一场
直播助农活动中，周正亚卖出了1.5万单包括
菌菇汤包在内的各类农产品。这让她意识
到，自己可以在农村电商领域继续深耕下去。

现在，周正亚正在筹备新厂房的建设。
不久后，这里将建立起从菌菇生产到加工的
产业链条，佛坪菌菇也将通过电商平台走向
更远的地方。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突破
口。而今，越来越多地方开始重视农村电商
人才培养，给予政策支持，并采取“公益+市
场”的培训方式，全面提升农村电商人才的
综合能力。

比如黑龙江省肇东市依托电子商务公共
服务中心、电商产业园、昌五镇昌盛村网红
直播基地等平台，通过授课、培训、实操等
形式，为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业青年、乡
村群众和退伍军人提供免费培训机会，打造
出当地的电商人才“孵化器”。山东省聊城市
印发了 《聊城市农村电商突破行动实施方
案》（2021-2025 年），提出对创业、再就
业、转移就业人群以及农副产品生产基地、
初加工企业营销人员开展多层次农村电商培
训。聊城市农村电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
部门出台的 《聊城市促进农村电商发展的若
干政策》，鼓励电商从业者、直播带货主播在
聊城市开展经营活动，鼓励聊城市培训机构
培育带货主播等。

带动农村“新基建”

“数商兴农”带动农村“新基建”建设，
大幅提升了农产品物流配送、分拣加工等环
节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对打通农产品上
行“最初一公里”具有积极意义。

最近，正是春茶上市的旺季。喜欢品茶
的人，往往在意春茶的新鲜度。茶的产地一
般分布在山区。无论是滇南山区的普洱茶，
还是浙东丘陵的龙井茶、福建武夷山的岩
茶，要让茶叶更快地送到消费者手中，高效
的乡村物流必不可少。

“传统的茶叶流通环节时效性弱，难以保
障茶叶品质。”京东物流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
绍，今年，该公司在全国六大茶叶主产区布
局，将快件揽收点开到了茶山上，通过产地
直发的方式，提升春茶的揽收效率，让茶
农、茶商少跑路；同时，在华东、华中等地
新增航空线路，实现了运输时效的整体提升。

不仅是春茶，如今，产自内蒙古的牛羊
肉可以实现全程冷链配送；来自山东的樱
桃、广西的荔枝等“娇气”的鲜果，也能实
现“当日达”“次日达”。这背后，都离不开
近年来农村地区物流水平的大幅提升。国家
邮政局数据显示，2022 年全国累计建成了
990个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27.8万个村级
快递服务站点，全国 95%的建制村实现快递

服务覆盖。
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

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数商兴农”行动着眼
于改善农村电商基础设施、物流配送和农产
品电商化，能够促进产销衔接。“数商兴农”
与“快递进村”工程、“互联网+”农产品出
村进城工程等结合，将扩大电子商务进农村
覆盖面。

例如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正在积极推进
电商平台与农业、农村、农民的深度融合。
在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上，华坪县整合电商及
物流企业、供销和邮政等资源，建成了 1 个
县级仓储物流中心、8 个乡镇物流中转站和
30个村级物流站点，延伸物流服务触角；引
入多家快递企业入驻服务站，加快实现快递
物流覆盖到村、到组，形成县乡村三级农村
电商公共服务“一张网”。去年，华坪县物流
中心转运发送的芒果、西瓜、柑橘等农副产
品达37万吨。便捷通达的物流系统，带动了
当地农民致富增收。

欧阳日辉指出，“数商兴农”行动将全面
加快农村“新基建”，改善农村电商基础设
施，健全农村寄递物流体系，深入发展县乡
村三级物流共同配送，贯通县乡村物流配送
体系；同时，能推动电子商务与一二三产业
加速融合，全面促进农业产业链供应链数字
化改造，助力农业转型升级和乡村振兴。

数据显示，去年，华坪县电子商务交易
额实现4.7亿元，同比增长16.91%；农产品网
络零售额实现 0.56 亿元，同比增长 30.23%。
华坪县新建立的电子商务服务中心，集电商
展销、电商运营、入驻企业孵化等功能于一
体；打造的网络直播基地，吸引了大批当地
企业入驻。华坪县金芒果公司负责人表示：

“网络直播基地能够为企业和个人提供技术支
持、电商培训、产品对接等服务，这种一站
式、全流程电子商务服务资源，帮助公司获
得优质订单。”

促进产学研结合

“数商兴农”还有利于以企业为主体，促
进产学研结合，从而更好地推动农业科技成
果转化，实现科技惠农。

近几年，“烟薯 25”成为一款广受消费
者欢迎的“网红”红薯。它在研发成功后，
能够实现大规模生产、产生良好的经济效
益，正得益于电商平台的助力。

十多年前，“烟薯 25”诞生自山东省烟
台市农业科学院甘薯所。但直到2016年，这
款红薯还只是在山东、河北等地进行小规模
种植。当时，在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做农村
电商的刘朝丽一直在寻找品质优良的农产
品。偶然尝到“烟薯 25”后，刘朝丽觉得自
己“从没吃过如此好吃的烤红薯”，于是，她
下定决心要将其打造成“爆款”。

拼多多电商平台为科技烟薯的转化提供

了支持。刘朝丽销售的“烟薯 25”，平台会
对其进行一定比例的补贴。这让消费者花更
少的钱，买到了更优质的红薯。在电商平台
的有效助推下，“烟薯25”销量大涨。

在商河县政府的支持下，刘朝丽又将研
究薯类种植的专家请到田间地头，为当地农
户教授种植技术。从种植再到加工生产，商
河县逐步建起了标准化的红薯种植基地。

如今，“烟薯 25”已成为全国推广面积
最大的甘薯品种，还开发出地瓜干、饮料、
酒类、薯蜜、果胶等各类产品，进入了更广
阔的销售市场。

现在，刘朝丽的电商企业经常与山东省
农业科学院进行合作，将新培育的品种进行
推广试种，再通过电商平台观察市场反馈。

“过去，一些新品种推广到市场上需要六七
年，但现在可能只需要一两年，就能通过电
商平台更直接地与消费市场进行交流。”刘朝
丽认为，电商渠道能大大缩短新农品从研发
到推广的周期，并且这些新品种往往更能卖
出更好的价钱，更快地助力农民增收。

搭上“数商兴农”这辆“便车”的，还
有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灵山县的荔枝。

人们走进灵山县龙武农场的荔枝种苗
园，或许会大吃一惊。这里安装的水肥一体
智能控制系统，可以让一个人管理好上百亩
果园的浇水施肥。虫情灯能够在晚上捕捉并
拍照记录园区里的虫子情况。孢子仪、气象
仪、土地墒情仪等设备，则会实时记录果园
里的细菌、天气、土壤湿度等情况，上传至
云端。

该果园是灵山县农业农村局与阿里巴巴
合作共建的“数字果园”。通过对园内智能设
备采集的农业生产大数据进行建模分析，一
方面能更好保障荔枝种苗生长，实行标准化
生产；另一方面可以了解荔枝生产“大小
年”的原因，破解农户收入不稳定难题。此
外，果园还与农业技术专家深度合作，将培
育出的优质种苗发放给种植户，从源头上帮
助农民增收。

农业现代化关键要靠科技现代化。“数商
兴农”为加强农业与科技的融合提供了新的
契机。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刘
大成认为，农村具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和潜
力，用数字和平台技术来支撑乡村振兴，是
未来发展的必然方向。“数商兴农”既能促进
农产品流通渠道畅通、完善电商基地建设，
又能持续推进科技下乡、改良农副产品品
种，必将为乡村振兴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提供新的助力。

眼下，正是杏花盛放的时节。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尉犁县蜂农们饲养的蜜蜂，正飞舞在
杏花丛中忙碌地采蜜。再过不久，新
一季的杏花蜜就将通过网络电商平
台，从新疆销往全国各地。

“我们这里产的蜂蜜品质很好，但
过去销路太窄，蜂农收入一直不理
想。现在通过电商直播等形式，产品
销路很快打开了，蜂农脸上都有了笑
容！”来自尉犁县的“带货达人”刘元
杰高兴地告诉记者，去年，他通过电
商直播帮助当地农牧民卖掉了2000多
万元的农副产品。今年，他将自己的
销售目标定在了“1个亿”。“我希望

通过电商平台，将流量转化为助力乡
村振兴的‘新农资’。”

刘元杰的故事并非个例。
近年来，中国持续推进“数商兴

农”，即发展数字商务振兴农业。2021
年10月，商务部、中央网信办、国家
发展改革委三部门联合发布《“十四
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实
施“数商兴农”行动。今年，《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年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深
入实施“数商兴农”和“互联网+”
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

在“数商兴农”的助力下，广袤
乡村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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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27日，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一家脐橙加工企业，工人
在智能分选包装生产线上筛选装运脐橙鲜果。

朱海鹏摄 （人民视觉）

▶2022年6月8日，江苏省海安市大公镇姜
桥村一樱桃种植园内，青年党员志愿者与农场
主一起直播推销刚刚采摘的樱桃。

翟慧勇摄 （人民视觉）

▲2022年10月25日，浙江省杭州市
临安区太湖源镇众社村的畲族青年吕欣

（左）、龚海燕在电商直播中心进行线上
直播，销售当地土特产。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2022年12月16日，湖南省永州市
新田县枧头镇大观堡村，村民在晾晒红
薯干。近年来，该县利用订单服务和农
村电商平台，实现农产品线上线下销售。

刘贵雄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宣恩县探索加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
实现全县 140个行政村寄递物流站点全覆盖，
有效打通农产品进城和消费品下乡的双向流
通渠道，让更多农民群众享受到电商及农业
产业化等社会发展带来的红利。图为 2 月 22
日，中国邮政宣恩分公司分拣员在分拣邮件。

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