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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新重庆
·供销社新农村新农村

“数字”之花绽放乡村
惠农跑出加速度

据了解，去年，市供销合作社的“村村旺”作为唯
一农村电商平台入选“重庆数字乡村十佳示范案例”。

“村村旺”紧紧把握数字乡村发展新机遇，“数字惠
农”落实到田间地头，助推“三社”融合发展，绚丽的“数
字”之花在乡村绽放——

4年来，“村村旺”打造18个配套信息系统并向城
口、丰都、璧山、涪陵、石柱、巫山、秀山7个区县输出，为
基层网点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了基础信息化工具；

在涪陵、璧山等6个区县试点农民专业合作社信
用评价体系，“村村旺”依托平台交易数据，联合金融
机构推出“订单融”“入库融”等供应链金融产品，依托
此模式将逐步解决平台小微农企用户在融资过程中
的痛点；

推进“互联网+农村”深度融合，“村村旺”着力推
广面向农村各类经营主体的“互联网+”大数据应用服
务，强化技术研发与基层应用相结合，显著提高各经
营主体综合效益；

“村村旺”着力培育“新农人”，为36个区县涉农
主体免费提供种植技术、电商知识、系统应用等专业
领域培训服务，助力“新农人”计划实施，累计培训人
次达2964人；

密切与农户利益联结，“村村旺”采取“平台+合作
社+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为农业生产提供产前、产
中、产后的全方位综合服务，将农民利益最大化，有效
地提升了农民组织化程度；

……
未来，“村村旺”将持续扩大网点链接规模，加速

推进形成市内“中心仓”+区县“产地仓”的县域流通新
格局，加快农民信用评价体系建设，将近4年来摸索沉
淀下来的以订单农业和网点赋能解决农产品上行和
日用品下行的产业电商新模式做大做强，逐步推进

“数字”供销建设。
重庆供销电商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裴惠宁

说道：“在‘十四五’期间，‘村村旺’将坚守为农服务初
心，着力打造农业产业互联网平台，到2025年，本地
农产品线上交易规模达30亿元，平台累计交易规模
突破300亿元，发展网点1万个，努力为实现乡村振兴
出一份力，为建设‘数字’供销添砖加瓦。”

核 心 提 示

日前，在“村村旺”农村电商

平台的牵线搭桥下，4.4万斤蔬菜

从巫山县竹贤乡发出，顺利运往

重庆中心城区销售。

成立近4年来，“村村旺”作

为全国供销体系内唯一一个以

大数据、互联网、交易结算为核

心驱动的线上综合服务平台，运

用云计算、大数据、交易结算等

技术手段，以订单农业和网点经

营推动农产品上行和日用品下

行，赋能“数字乡村”崛起，探索

出一条颇具重庆供销特色的高

质量发展之路。

农户“菜园子”和“钱袋子”
链接上市民“菜篮子”和“餐盘子”

这批4.4 万斤的蔬菜，就是依托
“村村旺”农村电商平台，从巫山县运
到重庆中心城区。

“感谢‘村村旺’，为我们解决了蔬
菜滞销的大难题。”巫山县竹贤乡党委
书记吴文锐说，往年，因地处偏远，乡
里各村的蔬菜丰收后，常常面临极大
的销售压力。

品种丰富、品质上佳的农产品因
为地区原因，飞不出山沟沟，一直是当
地农户的“心病”。

一边是数量充足但地处偏远的农
产品销不出去，一边是中心城区较大的
生活物资需求。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村村旺”电商平台，在“云”上为

中心城区和竹贤乡搭建起一座蔬菜供
销的桥梁。

在市供销总社的迅速响应和“村
村旺”的积极对接下，竹贤乡以基地直
供的方式，将新鲜蔬菜供给新世纪重
百超市、叮咚买菜等线下商超和线上
平台，既保护了竹贤乡种植户的“菜园
子”和“钱袋子”，也丰富了城区市民的

“菜篮子”和“餐盘子”。
事实上，由于偏远地区物流体系

的不健全，产品配送成本不断攀升，农
产品出不去村；当地种植户习惯于将
当地农贸市场作为农产品销售主渠
道，这样“单打独斗”的销售模式是农
产品难以飞出山沟沟的一大难点。

如何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一直
以来，这都是“村村旺”最重要的课题。

“撮合形成稳定的产需对接关系
和信息交互渠道，让偏远地区的农产
品规模化发展是将农产品卖得多、卖
得好、卖得远的基础。”重庆供销电商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石愚说。

数据的支持和规模化发展，成为
农业生产的关键因素。

“市场需要什么？需要的量有多
大？如何将偏远地区的农产品集中起
来，满足市场的需要？这些都能影响
到农产品的销售。”石愚介绍。

基于此，“村村旺”充分发挥供销
合作社扎根农村的优势，一方面建立
稳定的大宗生鲜农产品上行订单模
式，截至2022年12月，整合60多个生
鲜品类按订单模式进行常态化种植收
购，与市内30余家下游销售渠道形成
每日稳定供应的合作关系，让农产品
有了稳定的去处。

另一方面，“村村旺”订单农业项
目依托供销社的组织体系，通过将订
单分配至生产基地的方式，链接了12
个区县20余家基层社、300余家村集
体经济、100余家专业合作社共17.5
万亩基地，并建立了全流程培训服
务、利润分配、信息化、多品类订单套
种轮种等配套体系，为农户带来约1.7
亿元收入，保障了农户的“钱袋子”。

同时，“村村旺”还联合金融、保险
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等第三方机构，为
订单履约方提供金融、技术、信息化等
增值服务，并对双方的履约能力提供
平台的监管和运营。

“在城市，快递网点的确方便了大
家的生活。但在乡村，快递网点要稳
定运营并不容易。”重庆供销电商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平台运营中心总经理胡
刚坦言。

具体来说，有些地区基础设施落
后、物流仓储体系不健全，加之渠道缺
乏、信息闭塞，传统的经销模式下，日
用品下沉面临重重阻碍。

对于零售门店来说，无法直接联
系生产厂家，进货成本高，盈利困难；
对于生产厂家而言，由于零售门店分
散，无法直接与所有门店对接，导致产
品流通环节多，供货成本高。

“打破电子商务与实体销售之间
的壁垒，建立从市到村的一体化农产
品、日用品流通体系，才能让农村电商
惠及到基层农户。”胡刚说。

针对日用品下沉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村村旺”通过网点赋能，探索出一
条行之有效的路径。

“这次进货的品类有点丰富哦！”

2022年6月27日上午，渝北区民心佳
园小区喜乐购便利店门口，一辆“村村
旺”专供货车运载大批货物准时到达。

这是“村村旺”渝北区民心佳园
O2O网点正式激活并投入使用的一个
场景，也是我市农村电商平台发展的
一处典型缩影：

为有力促进日用品渠道下沉，帮
助日用品走入寻常百姓家，“村村旺”
在渝北区、江北区的链接网点陆续激
活。

在生产端，“村村旺”建立新型流
通渠道，推动生产商、品牌商、传统商
贸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在终端网点，“村村旺”则提供了
门店订货系统、优质商品、物流配送的
服务，将生产端获取的优势转化到平
台上去，解决了基层网点店主进货难、
成本高、品种少的问题，让店主用更低
的价格，享受更优质的服务。

“由于大宗商品集中采购，少了渠
道抽成，大家利润高了不少，农村居民

也享受到更多实惠，通过市级电商平
台的采购，大家也不怕买到假货和次
品了。”胡刚说，“村村旺”的优势正逐
渐体现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为充分发挥市供
销总社“市-区县-乡镇-村”四级网点
体系优势，助推市供销总社建立覆盖
城乡、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现代流通
网络体系，2022年 6月 28日，“村村
旺”全新升级打造的集采集配中心正
式开仓，自开仓以来，引入各类货源稳
定的品牌厂家和供应商100余家，旺
季日均进出货物5845件。

“集采集配中心与‘村村旺’线上
应用系统充分融合，共同为平台用户
提供商品、管理、营销、渠道、金融赋
能五大类服务，目前已具备为日用品
经营企业、农产品流通企业提供终端
网点分拣、配送，加工农产品销地仓
储，电商实景直播，金融监管等增值
服务的能力。”该集采集配仓负责人
说。

一体化流通体系打破壁垒
日用品下沉飞入万户千家

“村村旺”为农村电商加装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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