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义明网店卖的土货虽来自产业园里
的农特产品加工厂，但负责将这些土特产
整合、包装成电商产品，却是山水隘口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30岁的小镇青年何江
华就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之一。

何江华通过大数据了解农产品价格指
数，提前组织货源，并进行包装、文案设计，
再将产品分销给像杨义明这样的电商零售
商。

过去，何江华和这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
去沿海城市打工，觉得去大城市才能闯出自
己的“一片天”。3年前，何江华得知秀山老
家正在培训电商创业人才，返乡搞电商不仅

有专业人员指导，还有政策补贴，这让他下
定决心，从广东返乡创业。

“参加了两次免费培训，老师教我们美
工、电商基础操作知识等，还帮我们注册开
网店，县里还提供免费的办公空间和办公设
施，让我们‘拎包’就能创业。”何江华告诉记
者。

农村电商有一条明确分工的产业链，何
江华要在这条产业链上找准自己的位置。
他决定销售隘口镇的农产品，从供应链上找

商机。从此，他常常开车前往各个村社寻找
当地的特色农产品，给农产品拍照，现场了
解产量，和农户建立联系……回到办公室，
他还要自己修图、创作广告语、制定营销方
案。

农产品成熟后，何江华第一时间从农
户手里收购，然后将收到的农产品送到产
业园免费提供的仓库打包、发货……隘口
镇的柑橘、紫薯、百香果、土鸡蛋、香肠、腊
肉等土特产都在这里包装、整合，然后销往

全国各地。
后来，何江华与合作伙伴成立了山水

隘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并在政府的支持
下打造了电商扶贫平台——“山水隘
口”。公司将镇域内的不少农产品进行了
品牌、平台整合，还发展起了72个订单中
心户，负责收货、采购和提供农户产品信
息。

“我们也在尝试发展订单农业，根据电
商平台大数据预测哪种农产品卖得好，提前
组织村民种植或养殖。”何江华说，在政府的
扶持下，公司发展顺利，从去年成立以来已
累计销售本地农产品逾千万元。

何江华找货源 从供应链中找商机

在电商这条产业链上，何江华位置居于
中间。一方面他向下游销售商提供可供销
售的电商产品，另一方面向上游组织农户生
产。隘口镇坝芒村的贫困青年严令，便是何
江华新近发展的上游农户。

32岁的严令家里有4个小孩，家庭因学
致贫。严令夫妻俩原本在外务工，今年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两口子筹谋在家门口寻找

“活路”，正在这时，何江华找上了门。
何江华告诉严令，隘口镇的土鸡和土鸡

蛋在电商平台供不应求，如果严令能多养些
鸡，鸡和蛋便全部由何江华以市场价收购。

何江华对严令的养鸡方式提出两点要求：一
是饲料要绿色环保，二是要让鸡有充分的活
动空间。

只负责养，不担心销路，这样的好事上
哪找？严令很快便答应下来。今年，严令
夫妻俩共养了四五百只鸡，出栏近300只，
全部卖给了何江华，仅此一项收入3万多
元。

有了这番经历，严令也在农村电商产业

链条上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如今，严令不打
算再外出务工，一门心思想把土鸡养好。

明年春节前，严令养的第二批土鸡就要
出栏。根据事先和何江华签订的订单，只要
品质有保障，这批土鸡的价格肯定错不了。
为了保证土鸡质量，严令每天都会骑摩托到
半山腰的鸡舍去照料，有时还要在鸡舍旁的
一个简陋窝棚里住一夜，防止野猫深夜“偷
袭”土鸡。

今年，严令从何江华那里了解到，秀山
的金银花在电商平台上卖得不错，于是，他
又发展了30多亩金银花。如今的严令在忙
活自家的种养业之外，还时常关注周边村
民家有啥特色农产品适合通过电商平台销
售。

“你有啥，我卖啥！”如今，这样的电商平
台广告在隘口镇随处可见，这也让和严令一
样的农户们有了通过电商增收致富的信
心。“明年，要争取把土鸡的规模发展到上千
只。”严令告诉记者，“只要按电商要求搞种
养业，就不愁销路！”

农户严令 按电商要求搞种养业

10月27日下午3时，坐在记者对面的
杨义明手机响个不停，通过电商平台询单、
下单者不断。他的网店当日交易额已有
1800多元，而此时还没到网店销售的交易
高峰期。

“每天晚上6点到11点才是高峰期。这
个时间段大部分人都下班了，才有时间拿起
手机网上购物。”杨义明告诉记者，目前他的
网店每天销售额在1万元左右，纯利润在千
元上下。

记者眼前的杨义明，爱说爱笑，很难看
出他曾遭遇过不幸。

杨义明半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后来改
嫁，从此他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初中毕业
后，17岁的杨义明开始了到处打工的生涯。

18岁那年，杨义明加工木材时右手小拇
指被机器切掉，手背皮肤严重损毁。他前后
住了108天院，做了14次手术，还将大腿上
的皮肤移植到手背上，疼得钻心。

多次手术对身体的伤害，让他没法再继
续打工，杨义明不得不回到老家隘口镇岑龙
村。

在广东打工时，杨义明曾看到当地快递
代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每天进出快递代理
点收取包裹的人络绎不绝。考虑到这行业在
岑龙村是个空白，他便用伤残赔偿金开了家
快递代理店，没想到做了一年就亏了几万元。

杨义明认真总结失败原因：小镇人少，
网购需求不大，从县城到隘口镇平均每天只
有40来个快递，每个才挣1元钱，但往返车
费就要60元钱。再加上人工费等，开快递
代理店肯定亏损。正当他想放弃搞电商时，
遇上了一件事——隘口镇乡村扶贫产业园
建成投用，其中农村电商是主打产业。

“产业园免费培训，还包吃包住，我就
报了名。”杨义明告诉记者，从产品文案到
视频剪辑，再到拍摄包装，他啥子都使劲儿
学。终于，他从电商的“门外汉”变成了“局
中人”。

通过市场调研，他决定搞电商销售，但
卖什么才受欢迎？货源从哪里来？

产业园内有20多个农特产加工厂，专
门加工当地隘口茶、金丝皇菊、泡辣椒、菜籽
油、火锅粉等土特产，这些后来都成了杨义
明网店的主推产品。

杨义明不断学习推广、策划、营销技巧，
并用于网店营销中，很快便有了成果。以当
地特产干吃汤圆为例，“隘口镇最大的超市
一天也就能卖一二十公斤干吃汤圆，而我的
网店每天可以卖五六百公斤。”杨义明自豪
地告诉记者，让干吃汤圆突破时空限制走向
全国的，正是农村电商。

2019年，杨义明的两家网店销售额破
百万元，预计今年销售额将超过200万元。

杨义明搞销售 一年卖“土货”百万元

杨义明、何江华、严令，3
名原本生活好似平行线的小镇
青年，却因为农村电商事业产
生了交集。在这条产业链上，
杨义明负责网店分销，何江华
组织货源，严令则负责提供产
品。

过去，一根网线打开了农
村青年看外界的窗口。如今，
一根网线为广袤乡村联通了更
大的世界。

秀山县是“全国电子商
务示范基地”、“全国贫困县
农产品电商销售 10 强县”，
近年来农村电商产业链覆盖
全县所有的贫困村，不少人
在农村电商链条上找到了自
己的位置。

农村电商正
是他们创业的蓝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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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山篇

一条农村一条农村 串起三名小镇青年串起三名小镇青年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从秀山县获悉，该县
通过构建快递物流、人才培养、产品上行、电
商平台和电商服务五大体系发展农村电商，
目前农村电商产业链已覆盖全县所有贫困
村，80%的贫困户成为电商产品“供货商”。

秀山地处重庆、贵州、湖南三省交界处，
周边300公里范围内没有大型专业市场。
自渝怀铁路通车后，秀山实现公铁路联运，
具备了发展电商产业、辐射带动周边区县的
条件。

“目前秀山构建的五大电商体系，针对
的都是发展电商的关键环节。”秀山华渝物
流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雷钧友告诉记者。
以物流体系为例，秀山针对县域内物流不畅
的短板，组建云智速递，将全县规划为4个
片区7条乡村物流线路，在县与村、镇与村、

村与村之间，构建了细密的服务路网，实现
了全国各地的快递包裹进村入户、农村包裹
及农产品进城均只需1天的目标。秀山还
开通了17条武陵物流专线，建成周边区县
配送站230个，实现仓储管理、订单处理与
快递分拨无缝对接，有效服务武陵山区周边
区县。目前，秀山快递单票全程时效达到
51.4小时，居西部地区第一，2019年快递发
出量达2300万件。

电商产业需要专业人才，秀山县与重庆
财经职业学院、重庆广播电视大学等合作设
立电商产业学院，开展电商相关专业全日制
专科教育，在县职教中心开设现代物流、农
村电商等相关专业，针对性培育本土电商人
才。同时，采取基地实训方式，累计开展电
商普及培训5.8万余人次，其中贫困群众占

比20%以上；培养营销、美工、客服等技能精
英4500余名。目前，全县电商从业人员达
到2.6万人，其中贫困群众创业就业3500余
人。

产品是电商的关键，秀山县依托“一村
一品”产业布局，着力打造网货供应基地，直
接让贫困农户成为电商产品供应商。目前，
该县已建成2000余个电商产业扶贫基地，
发展柑橘、辣椒、土豆等订单农业11万亩，
带动7908户贫困户参与。与此同时，该县
还建成8.4万平方米电商物流加工中心，投
用自热火锅、糕点、豆干、腐乳、鲜果等46条
电商产品加工线，使农产品附加值提升了
30%，电商企业集采成本节约了20%。秀山
本地生产的自热火锅、酸辣粉、手撕面包等
休闲食品，以及脐橙、猕猴桃等季节性生鲜

农产品成为当地旺销电商产品。
在电商服务方面，为了有效破解“电商

企业发展壮大”难题，秀山县建立资金扶持
机制，设立物流园区产业发展基金、电商加
工引导基金，从主体培育、技术创新、品牌建
设、业务拓展等方面予以扶持，已为相关企
业、贫困农户贷款1.6亿元。

目前，秀山电商产业已带动了该县
2000多个电商扶贫基地发展。以电商产业
为龙头，该县形成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态
势。近5年来，秀山电商交易额、网络零售
额累计达574亿元、110亿元，通过农村电商
卖出50.77亿元的农产品及加工品，电商扶
贫效益惠及武陵山区100万余贫困群众。

接下来，秀山将以消费扶贫为抓手，充
分发挥线上中国社会扶贫网重庆馆（村头平
台）、线下武陵山消费扶贫交易中心等平台
优势，加强武陵山贫困区县产销对接来促农
增收。同时继续做大电商产业集群，通过加
快推进物流加工中心、冷链物流中心、直播
电商产业园等项目建设运营，推动形成农村
电商发展生态圈。

（本版稿件由首席记者颜安采写）

80%贫困户为电商供货
秀山农村电商产业链覆盖全县所有贫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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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严令在养鸡场给鸡喂食。

10月29日，秀山县电商云仓，工作人员正
在打包柑橘准备发往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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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秀山县扶贫办 制图/乔宇

7万人
1.68万户7万余名建卡贫困人口现行标准下

均已达到脱贫标准，85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

96万亩
累计建成特色种植业基地96万亩，茶叶、油

茶基地面积均居全市第一

6.2亿元
今年预计银花产值6.2亿元，带动 1.7万贫困

人口人均增收4000元

100%
农业产业利益联结 100%的贫困村、100%的

贫困户，农村电商产业链覆盖 100%的贫困村

1483个
依托乡村旅游打造扶贫载体，发展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扶贫基地 1483个、乡村旅游接待户

520家

本版图片由记者齐岚森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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