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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市供销社负责建设
运营的宁波农产品特色馆成为我
市优质农产品网销的重要渠道，
为推广我市农特产品销售和品牌
建设提供了平台支撑。自 2014年
9 月淘宝特色中国宁波馆开馆以
来，市供销社已在淘宝、京东等
全国第三方电商大平台上建立市
县两级农产品特色馆 8 个。截至
今年 7 月底，入驻宁波馆的我市
农产品电商商家达 816 家，累计
实现交易额9.32亿元。

宁波农产品特色馆经常开展
以推广地域农特产品为核心的
线上营销活动，提升我市农产
品地域品牌网络影响力。“河姆
渡食遗——余姚农博会”“鹅鹅
鹅，曲项向天歌——象山大白
鹅节”“余姚网络杨梅节”“象
山网络海鲜美食节”“北仑虾蜡
年糕活动”等一系列营销活动

精 彩 纷 呈 ， 带 动 了 宁 波 年 糕 、
象山海鲜、奉化水蜜桃、余慈
杨梅和象山红美人柑橘等农产
品 网 络 热 销 ， 其 中 宁 波 年 糕 、
奉化水蜜桃已成为淘宝单品类目
销量第一。

慈溪杨梅依托淘宝、京东、
善融商务及其他主流电商平台进
行“全网式”营销，前年网销杨
梅 5 万单，去年 10 万单，今年一
举突破 20 万单，实现销量连年
翻番，目前占地产杨梅总量的
10%。“2017 奉化水蜜桃首届网
络文化节”通过聚划算、村淘合
伙人联合上行、“网红”直播和
区长代言等营销活动，实现直接
销售 11.3 万公斤，带动销售 1500
吨，使得奉化水蜜桃一举超过江
苏阳山等地的水蜜桃，登上淘品
牌热搜榜榜首。

（何峰 项一嵚）

我市特色农产品网销渐热

奉化尚田镇冷西村有个“村
小二”叫宋小赞，在不久前的水
蜜桃季，她帮村民卖出了 3000余
箱精品水蜜桃，今年春季更是为当
地的特产草莓收获 100 多万元的
线上订单。她推销油焖笋、年糕、土
鸡蛋等奉化特产，让许多村民告别
了辛苦摆摊的日子；她还推广周边
乡村旅游路线，冷西村成了远近闻
名的采摘游基地。农户们为此都亲
切地叫她“赞赞”。

在全市，像这样的“赞赞”
有 1700多人。他们一边推销当地
的农特产，使传统农业搭上了互
联网的“高速列车”；一边帮助村
民代购日用品，让村民足不出户
就能买到想要的商品。他们做的

事情看似很小，很平凡，但作用
很大，意义很深，他们吹皱农村
市场“一池春水”，在中国农村经
济发展历史上，他们会留下浓墨
重彩的一笔。

得农村者得天下。在中国，
如果谁占据了广大的农村市场，
谁就拥有了最强的市场基础和广
阔的发展空间。所以，“向农村进
军”已成为时下电商企业的重要
商业策略。可以相信，伴随着农
村电商成为热点，农产品“烂在
地里”的新闻将会越来越少。

“赞赞们”所做的事，既为自
己赚钱，又富了村民的口袋，还
有力推动了农村市场的发展，值
得赞一赞。 （李国民）

赞赞“赞赞们”

本报记者 何峰 项一嵚 通讯员 俞加北

一头连着丰收的农田，一头连
着 海 量 的 商 品 。 2015 年 4 月 15
日，我市首批 24 家农村淘宝站在
奉化区开业后，农村淘宝站在各区
县 （市） 遍地开花，一批年轻的

“村小二”从城市“逆流”，加入返
乡创业的行列。截至今年 8 月份，
全市已建成农村电商服务站累计超
过 1700 个，奉化、象山、北仑等
地建成 9个区域电商服务中心和农
产品仓储物流基地。一家家村淘
站，逐渐变成村民朝夕相处的好伙
伴。

进入 9月，奉化尚田镇冷西村
的“村小二”宋小赞终于可以稍稍
歇一歇。在不久前的水蜜桃季，她
帮村民卖出了 3000 余箱精品水蜜
桃，今年春季更是为当地的特产草
莓收获100多万元的线上订单。

“现在村里千来号人和村淘站
有联系。”作为土生土长的 80后大
学生，曾在宁波从事外贸工作的宋
小赞令不少村民羡慕，但当她见到
滞销的草莓烂在地里时，毅然决定
回村扎根。除了水果，油焖笋、年
糕、土鸡蛋等奉化特产也是她推销
的“爆款”。她的村淘站门口长期
挂着一块征购农产品的小黑板，农
户们亲切地叫她“赞赞”。为在激
烈的电商竞争中赢得客户黏度和信
誉，宋小赞动足了脑筋。她请懂设
计的丈夫帮着搞定了产品包装，并
注册“冷西”商标，还创办了合作
社。

通过这家每月营业额约 20 万
元的村淘站，许多周边村民告别了
辛苦摆摊的日子，年收入也水涨船

高。“做村淘贵在坚持，但真正能
以工匠精神把村淘当成终生事业来
做的人还是不多。”她筹划着，不
能单卖农产品，还得把线上线下的
资源整合起来。通过村淘站推广周
边乡村旅游路线，冷西村成了远近
闻名的采摘游基地。她还计划把

“田园综合体”做出规模，与各有
所长的村民合作，经营多元化的休
闲娱乐项目。

买卖皆学问。在象山县，鹤浦
镇鹤进村的“村小二”王卫珠以月
均 30 余万元的线上代购额稳坐全
县村淘代购榜首。

王卫珠 40 岁才开始学习电子
商务，但她的好学劲儿不输小后
生。“淘宝网上每个时段有不同的
促销活动，家电、化肥、服装、日
用品，这几项是村民下单的大头，
都得仔细研究。”王卫珠请了个助
手在村里做代购服务，自己常去各
地出差开会，了解最新市场行情，
学习电商知识。去年，她了解到淘
宝网即将推出化肥团购活动，便提
前请来农技专家，去全镇各村讲解
化肥选购施用知识，为有意购买的
村民预约下单。一包 50 千克的化
肥零售价 200 元，团购价只需 170
元，能让乡亲们省下钱，王卫珠觉
得一切忙碌都是值得的。

鹤浦镇四面环海，村民要去象
山城区购物，要么坐班车，要么乘
船，单程得花费 90 分钟。通过一
次性补贴、推荐业务等方式，当地
镇政府动员“村小二”服务村民。
目前，7 个村淘站可辐射全镇 3 万
余村民。

农田联网店，买卖路路通

当农具换成了键盘，流量变
现为利润，农业的边界也在网络
大潮中不断模糊、持续拓展。满
载希望的农田，正在新生代“农
创客”的引领下，向生态、文化、教
育、旅游、休闲等领域延伸。新元
素、新模式和新理念不断碰撞，在

“核聚变反应”中催生新业态。
“菜菜”是我市民宿圈内知名

的职业经理人，她在 2014 年来到
四明山，负责余姚丹山赤水景区
公司旗下几家民宿的日常运营。

“我们的公众号就是民宿的官方网
站 ， 除 了 有 民 宿 房 型 等 介 绍 展
示，还可以在微信上预订房间。”
几年里，“菜菜”和她的团队通过
微信公号以及朋友圈软文为这些
民宿“叫卖”。原本籍籍无名的院
落，通过朋友圈内的“病毒式营销”
口口相传，如今日益火爆。“没有互
联网，就没有民宿经济的火热”，这
句话成了“菜菜”的口头禅。

在北仑区春晓街道，4个大学
生创立了乡旅创客工场。这些深
谙互联网营销密码的年轻人不仅
申请了微信公众号，建立了微信
商店和淘宝商城，还负责区域内
民 居 民 宿 、 旅 游 产 品 的 统 一 营
销 ， 整 体 包 装 策 划 精 品 旅 游 线
路。现在，“春晓乡旅”微信公众
号已经成为了解春晓乡村旅游咨
询的“窗口”，游客可直接在手机
上一览“吃住游娱购”信息。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我市
许多乡村休闲旅游的从业者不仅

是资深的微信“小编”，还将自己
的农家乐和民宿入驻淘宝、途家
等大型预订平台，将农旅结合的

“大论文”写在线上线下。乡村休
闲旅游在互联网的助推下，连年
实现高增长。2016 年，我市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接待游客 4197.5
万人次、经营收入 41.52 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21.9%和22.7%。

我市农村电商虽然风生水起，
但也存在短板。在农村，接受过电
商业务系统化培训的人不多，农村
电商人才缺口仍旧较大，尤其缺少
在农村创业的青年领军人物；农产
品质量追溯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农
产品标准化和售后服务跟不上，制
约了我市特色农产品的线上销售；
此外，农村电商配套的物流、仓
储、配送体系较为薄弱，尚需进一
步完善。

市商务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 下 一 步 将 整 合 商 务 部 门 的

“电子商务进万村”、农业部门的
“智慧农业”、旅游部门的“乡村
旅游”和供销社系统的“网上供
销社”等涉及农村电子商务的项
目与资源，形成发展农村电商的
资金、人员和机构等要素保障的
合力。同时，通过开展农村电商
人才培训、鼓励农村青年开展电
子商务创业、培育专业化农村电
子商务企业、试点一批农村电商
化 项 目 ， 壮 大 农 村 电 商 市 场 主
体，完善农村电商支撑体系，推
动我市农村电商快速发展。

跨界谋聚变，创业招招鲜

始于电商，但其孕育的变局，
绝不止于城乡物资通过电商双向流
通带来的“物理变化”。互联网这
趟“高速列车”开进我市广袤的乡
村，传统农业搭上“顺风车”，带

来诸多令人惊喜的“化学反应”。
鸡犬之声相闻，唯独不见后生

扎堆，这样的“空心村”在我市山
区为数不少。村村联网后，回家务
农成为有盼头、有赚头的朝阳产

互联网+农业，花样日日新

开渔节一过，全市的沿海小村又可以“火一把”。与前几
年不同的是，不少中老年渔民也学会了在朋友圈销售海鲜，刚
捕上来的各类冰鲜货最是走俏。在象山、宁海、奉化、鄞州等
地，海鲜大餐和渔船出海的诱人图片成为网络上的“揽客神
器”。

一根网线，一部手机，悄悄在田间地头催生“网事”。以
农村电商为桥头堡，互联网正在改变我市的农业产业链形态，
并潜移默化地影响农村的社会形态和乡土文化。

一根网线通田头 万般喜事上心头

村村触网，

业，吸引了不少优秀青年。正如奉
化村淘运营中心负责人邱剑虹所
说，网络给予返乡青年一个平台，
让他们能够回到农村从事一个比较

“高大上”且富有挑战性的职业，
并最终改变脚下这片祖祖辈辈所生
活的土地。

在象山高塘乡，家家户户自制
的紫菜几十年来只能通过批发渠道
销售，利润的大头都归了紫菜贩
子。2015 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的
胡祖广辞职回到老家，聚起一支
30 余人的团队，立志改变当地紫
菜产业的面貌。两年间，这些爱动
脑筋的年轻人不仅开设了淘宝企业
店铺和微信商城，还与百度外卖、
同城购等电商平台达成合作关系。

“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已
带动周边 150多户紫菜种植户，仅
珠门一个村的紫菜种植面积已有
5000 多亩，户均种植面积 30 亩以
上，亩产纯利润有上万元。

在互联网的催化下，我市诸多
优质农产品成为“网红爆款”，其

产供销模式也发生了深刻变革。
活体青蟹不耐储运，但宁海海

山丰水产专业合作社研发的蟹形独
立包装盒使它们进入顺丰物流系
统，最远“爬”到远在千里之外的
新疆，销售半径大幅扩容。“同
时，宁海青蟹在全国打响了品牌，
赚足了人气，卖出更高价格。”合
作社负责人陈刚满说，互联网带来
的不仅是销售模式的转变，还有养
殖方式的变革。“过去是养多少卖
多少，盲目生产容易造成资源浪
费。现在青蟹住进了‘公寓楼’，
实行标准化养殖，按需进行订单式
生产。”去年，海山丰水产专业合
作的网络销售营业额突破了 2000
万元。

镇海区澥浦金果园农场负责人
杨乾雄是位“网络潮人”。“金果 1
号”葡萄是农场的“压箱货”，杨
乾雄经常把生长中的“镇园之宝”
放在各个平台进行直播。今年，在
网上日益知名的“金果 1号”卖到
了每粒5元的高价。

慈溪一帆果蔬农场负责人通过手机直播为
自家的葡萄吆喝。 （陈章升 摄） 奉化水蜜桃研究所所长吴大军和网红主播一起介绍水蜜桃。（项一嵚 摄） “村小二”王卫珠向村民介绍网购化肥的知识。 （项一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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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化金娥村的农村淘宝站。（何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