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ONGQING DAILY
周刊
WEEKLY乡村振兴

■脚步丈量乡村 ■深度服务三农

92021年9月3日 星期五
主编 邹密 编辑 吴秀萍 美编 黄景琳

区县动态

直播带货

巴南区：
高温食用菌草菇亩产达1000公斤

利用玉米旱地收获后的空闲期，巴南区种植
高温食用菌草菇，通过10余天的生长，目前，草菇
种植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每亩草菇产量可达1000
公斤左右，产值达1.5万元。

利用玉米收获后1个月左右的高温伏旱季
节，将高温干旱劣势转化为种植优势，在空闲玉
米地上，就地转化利用玉米秸秆增种一季高温食
用菌草菇。

8月中旬，巴南区分别在接龙镇马路村、塘
边村和安澜镇湾湾村开展了草菇种植新技术
模式播种示范。目前，示范地草菇相继进入出
菇期，产量产值都较高，受到示范农户高度评
价。这一探索实践，为促进种粮增收提供了技
术储备。

巴南融媒体中心 罗莎

江津区：
19万亩秋菜陆续播种

几场秋雨过后，江津区各镇街田野里播种机
来回穿梭，农户们正抢抓农时，挖土刨坑、栽苗下
种，积极开展秋耕秋种。据统计，今年该区秋菜
播种面积19万亩，较去年增长近10%。

今年江津区秋播秋种的农作物依然以蔬菜
为主，定植面积预计有56万亩，种植的蔬菜品种
有80余种，其中以莲白、萝卜、莴笋、花菜为主，目
前，甘蓝、花菜等正在育苗。

为切实抓好秋菜生产工作，提高蔬菜生产能
力，该区农业农村委积极组织农技人员走进田间
地头，有针对性地推广水肥一体化、蔬菜水培育
苗等生产技术，以科技促进生产。

为让广大农民在秋播秋种期间用上放心农
资，当地相关部门对农资经营户进行了严格检
查，加大对农资市场的监管，有力打击假冒伪劣
产品，净化农资市场。

此外，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当地大力推广以
物理防治、生物防治为主的绿色防控技术，保障
质量安全，让市民吃上安全放心蔬菜。

江津融媒体中心 曹成

重庆高新区：
村民志愿者宣传垃圾分类

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村民，也不乏曾有乱扔垃
圾的陋习，现在，他们却主动当上了志愿者，以身
示范助力美丽乡村建设。近日，重庆高新区石板
镇60多位村民化身志愿者正式上岗。

随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全面铺开，为了倡
导石板镇7000余户居民在生活中践行保护生态
环境，了解生活垃圾分类的益处，人人参与生活
垃圾分类活动，该镇成立由村民自愿担任的志愿
者队伍，60多位村民成为志愿者。

志愿者在经过统一培训后，排班参与每
天的“巡街”行动，对脏乱差的区域进行清扫，
对其他村民乱扔的垃圾进行分类，并对村民
进行劝导和现身说法。他们还会走街串巷、
敲门入户，向街坊邻居讲解垃圾分类知识以
及自己的亲身感受，号召大家一起参与乡村
垃圾分类。

截至目前，石板镇的楼层撤桶率达到100％，
厨余垃圾回收完成率达到85％以上，生活垃圾投
放准确率70％。

重庆高新区融媒体中心 高晓燕

潼南古溪镇：
万亩佛手丰收

近日，在潼南区古溪镇万亩佛手种植基地
里，漫山遍野的佛手树碧绿滴翠，成熟的佛手挂
满枝头。

今年古溪镇万亩佛手基地预计平均亩产鲜
果3000斤，按照6元/斤的价格计算，亩产值约
1.8万元。

该基地种植的佛手为药食同源的品种，质量
好、产量大，既可以入药也可以食用，主要功效是
疏肝理气、健脾养胃、止咳化痰。佛手采摘期长，
还具有观赏性，欢迎大家采摘、购买。

联系人：陈早林；
电话：13220326955

潼南融媒体中心 徐旭

万盛北门村：
五倍子蜂蜜可买

近日，在万盛经开区黑山镇北门村，一排排
蜂箱有序排列着，蜂农王小俊小心翼翼地开箱取
蜜，空气中弥漫着甜甜的蜜香。

北门村海拔1000多米，植被丰富，每年夏末
秋初，山林中5000亩盛开的五倍子花是酿“药
蜜”最好的蜜源。王小俊养蜂已有20多年，目前
养的蜜蜂发展到300多箱，年产优质五倍子蜂蜜
3000余斤。五倍子蜂蜜含有葡萄糖、氨基酸、有
机酸等多种营养成分，具有润肺止咳、清肺降火、
润肠通便等功效。价格为100元一斤，欢迎大家
前来采购，也可通过电话联系，快递发货。

联系人：王小俊；
电话：18983734962

万盛经开区融媒体中心 武晓静

快递进村难快递进村难 人才缺口大人才缺口大

电商进村出村瓶颈亟待打通电商进村出村瓶颈亟待打通
不久前，市商务委印发《关于

推进实施农村商贸流通“六大行

动”全面助力乡村振兴的意见》，

提出将在每个乡村振兴重点区县

建成1个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中心

和仓储物流配送中心，到 2025

年，基本实现全市农村地区电商

服务全覆盖。

当前，“六大行动”已启动实

施，更多偏远地区的农村居民将

逐步享受到城里人网购后坐等快

递员送货上门的便利生活。

但是，重庆要基本实现全市

农村地区电商服务全覆盖，还必

须解决快递物流成本高、电商人

才缺乏等瓶颈问题。

【核心提示】

▲ 云智速递穿
梭在武陵山区，把秀
山各地的农产品带
出村。

通讯员 吴绍
军 摄/视觉重庆

荣昌区安富街道通安村，村民学习如何用手机在电商平台上销售农产品。
记者 熊明 摄/视觉重庆

▲工作人员对
已包装好的巫山脆
李扫码准备外运。

通讯员 王忠
虎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黄光红 向菊梅

农产品出村难
消费品进村难

回忆起以前帮农户卖土特产的情形，曾
在武隆区平桥镇乌杨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的袁华记忆犹新。

乌杨村是一个离武隆城区有50公里左
右的偏远山村，开车需要1个小时左右。

2017年至今年5月，袁华结合当地种植
红薯、养殖蚕桑的传统，大规模发展蚕桑、苕
粉产业，同时也鼓励村民养殖藏鸡、种植黑
花生等，扩大土特产经济规模。

产品有了，但销售遇到了难题——
村里没有快递点，要到城区物流中心发

货，从乌杨村到城区有高速公路，但来回要
缴过路费，产品包装也要产生费用。

以藏鸡为例，村委会首先从农户那里购
买，每只藏鸡3-4斤，单价150元，请人宰
杀、包装成本10元左右。袁华再通过淘宝
店、京东店等网络渠道销售，每只卖价180
元，一次要邮寄3只鸡才不亏本。

但是藏鸡的销售状况很不稳定，有时候
一天只能卖出一只。但考虑顾客需求，又必
须发货，常常出现“卖一单、亏一单”的现象，
只有拿村集体经济收入来补贴。

“对于偏远山村的农村居民而言，要想
把农产品卖出去，电商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渠
道。但因快递服务未进村，很难借助电商来
发展农业生产。”袁华感慨。

农产品出村难，消费品进村同样难。
2018年8月，秀山县隘口镇岑龙村村民

杨义明回乡创业，和朋友合伙在镇上开了一
家快递代收点。两人从县城快递网点把村
民网购的商品拿回镇上，而后由村民到快递
服务点自取。每代收一个快递件，快递公司
给快递服务点0.7元派送费。

两人雄心勃勃，对未来充满希望，但很
快，他们便体会了现实的残酷。

快递服务点正式运行后，每天最多只能
代收200个快递件，一个月下来，毛收入仅
有4000元出头。除去车辆往返县城的油费
和快递服务点的门面租金、水电等费用，快
递服务点勉强盈亏平衡。

不到一年时间，两人就坚持不下去了。
2019年4月，杨义明转行开起了网店，销售
食品和农特产品，寄件取件仍然只能到25
公里以外的隘口镇。

多名快递业内人士透露，目前重庆农村

地区快递物流服务已基本实现乡镇一级全
覆盖，但在村一级，除了邮政快递服务，仅京
东物流等极少数快递企业，把快递服务送到
了个别行政村，其他民营快递企业基本上未
涉足。

在重庆，这种现象并非个案。重庆农产
品出村“最初一公里”和消费品进村“最后一
公里”还未打通，绝大多数农村居民仍然享
受不到网购后坐等包裹送上门的便利。

本土人才培养难
专业人士请不来

重庆农村电商发展的另一个短板在于
人才缺乏，对于这一点，从北京来秀山为农
村电商发展助力的车玉昕有切身体会。

车玉昕曾任国企高管，早在上世纪90
年代便在北京中关村涉足电子商务，是国内
最早从事电商的一批人。2013年春天，秀
山组建了秀山云智科贸有限公司（下称云智
科贸），聘请车玉昕做政府顾问及云智科贸
技术总监，他回忆：“当时秀山县一家网店都
没有，电商产业还是一片空白。”

车玉昕着手实施“新农人培养计划”。
他先在云智科贸办了一所云智学校，鼓励农
民免费学习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知识。他与
从北京一起来的另外4名同事当起了老师，
自己备课自己授课。培训班跟“流水席”一
样，教师、教室不动，学员随到随学。

七八个月下来，云智学校为云智科贸成
功培养出40多名骨干，这些人成为培养电
商“新农人”的主力“讲师”。如今，云智学校
已为秀山培养了约3.7万名“新农人”，大部
分在当地实现了就业，他们成了秀山电商快
速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秀山全县已
有电商企业300多家、网店7000多家；“十
三五”时期，该县电商交易额达到574亿元，
通过电商共计卖出50多亿元农特产品，成
为“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尽管如此，秀山仍然存在电商人才紧
缺的困局。”车玉昕坦言，在电商人才集中就
业的秀山电商产业园，目前电商人才只有
3000名左右，缺口非常大。预计未来5年
内，秀山电商产业园至少还需约3000名各
类电商人才，才能为当地电商产业保持快速
发展势头提供足够的人才支撑。这其中，尤
其以运营、平面设计、视频剪辑、创意等方面
的电商人才，更为紧缺。

位于大足区的重庆市柠香果业有限公
司，也面临着人才问题。

柠香果业除了在大足中敖镇种植、销售
晚熟柑橘外，还通过电商、微信公众号和益
农信息社等平台，在线上帮助农户卖农特产
品。今年，公司月销售额已达到近200万
元，生意越来越好，但公司联合创始人吴吕
却发起了愁。

“我们打算增加全国各地优势农产品的
网上销售，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急需运营、
美工、客服等方面的人才。我们四处招人，
但没人愿意来，这一计划迟迟不能实施。”
吴吕无奈地说，目前公司每个人都身兼多
职，要扩大经营规模，至少还需要招聘5名以
上电商专业人士。

潼南电商产业园运营负责人贺佳也深
感招聘电商人才难——该园区内，有公司半
年仅招到一人，很多有意向的人才都不愿到
农村。

山区物流成本高
人才不愿到农村

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快递难进村和电
商人才紧缺？

“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
于一体，很多农村地区山高坡陡，交通不便。
再加上农村居民居住密集度低，经常出现快

递业务量不足的情况，导致不管是消费品进
村还是农产品出村，都存在快递物流成本高
的问题。尤其在一些偏远山村，更是如此。”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快递企业人士认为。

据业内人士测算，从村到大城市的物流
成本，至少比从县城到大城市的物流成本高
出1倍，有的甚至可达三四倍。一些售价低
廉便宜的农产品，其本身价值可能还不如物
流成本高。比如在秀山，从乡镇到重庆主城
的快递，物流成本可高达10元每公斤，到了
村一级，还会高出两三元。

“不是我们不想进村，而是太烧钱了。”
国内一家头部快递公司员工王明（化名）对
记者表示，对于各大快递公司而言，快递服
务进村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即便农村的
快递业务量正在飞速增长，但要送货到村民
家中，也是“送一单赔一单”。

这种情况下，如今已进村的极少数快递
公司，更多的也是基于履行社会责任、支持
当地农户发展农业产业的考虑而作出的决
定。如，京东物流将送货上门服务从巫山县
骡坪镇延伸到下庄村，便是如此。

不过，据记者了解，由于物流成本高，盈
亏难平衡，未来一段时间，京东物流很难把
这种服务拓展到重庆大量的村庄。

而从人才方面来看，重庆发展农村电商
缺人才，一个主要原因是很多电商人才觉得
农村地区生活不便，不愿意下乡进村。

以柠香果业为例，该公司近期招聘电商
人才时，其实有不少人通过电话等方式咨
询，但当他们听说是在农村工作时，立刻就
没有了兴趣。

“不难看出，只有对农村、对农业有情怀
的人，才愿意到农村来。”吴吕说，但这样的
人很少。

城里的人才不愿进农村，就只有依赖农
村居民来弥补电商人才缺口。但农村居民
普遍文化水平偏低，缺乏电商知识，却很难
达到这一目的。

此外，高校对农村电商人才输出不够，
也是导致农村电商人才紧缺的一个因素。

“比如，重庆一所高校的电商及相关专业，最
近 3 年毕业生从事对口工作的比例只有
50%左右。”一名专家告诉记者，“孩子们在
学校学的东西有限，和用人单位需要的能力
不匹配，所以对口就业率就低。”

农村产业强起来
物流创新降成本

目前，重庆农特产品品牌“小、乱、杂”现
象突出，影响力小、销售规模小。重庆工商大

学教授沈红兵认为，要打破快递物流成本高
的瓶颈，重庆需针对此种情况加大政策支持
和财政投入，加快推进“一村一品”建设，打造
大量有影响力的农产品品牌。今后，如果每
个村都有一个拳头产品，就可以通过规模化
效应降低快递成本，吸引快递公司进村开展
快递业务。

京东物流相关人士则认为，要降低农村
地区快递物流成本，快递公司也需要通过创
新，积极探索一些新的业务模式。

据悉，京东物流正在奉节县部分乡村探
索与农村交通安全劝导站合作的物流新模
式——利用劝导站工作人员有很多空闲时间
的特点，京东物流先把快递件送到劝导站，而
后，再委托劝导站送快递进村，并给予劝导站
工作人员一定的报酬。这样一来，京东物流
就比自己单独在村里建快递点或安排专人送
快递进村更节约成本。

菜鸟则在重庆探索农村快递共配。譬
如，以前申通、圆通等快递公司在江津城区分
别建有仓储分拣场地，位置分散。现在，江津
区在菜鸟的支持下已在城区建立共配中心1
个、镇村共配服务站约200个。通过快递分
拣信息系统集成，以统一的服务标准和技术
支持，共配中心实现了快递包裹处理场地、流
水线的集中统一，由“多仓多线”变成“一仓一
线”。同时，仓储分拣配送人员也实现共享。
由此，区域物流成本降低了30%左右，快递平
均提速约15%。

菜鸟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该公司将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快递共配进村项目试
点，助力消费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

针对人才紧缺的瓶颈，车玉昕建议，一方
面要把更多有情怀的人才吸引到农村去，另
一方面也要重视在农村培养当地的电商人
才。政府可通过政策支持，激励电商平台、电
商企业等在农村地区开设电商培训班，培养
既懂电商知识又懂农业的“新农人”。同时还
要引导、激励高校开设专门为农村电商发展
培养人才的专业。

来自市商务委的最新消息称，下一步，重
庆将构建产供销一体化农产品供应链体系，
发展县乡村三级物流共同配送体系；鼓励区
县建设区域特色电商平台或区县特产馆，引
导电商企业加强物流配送、农产品分拣加工
等基础设施建设；在每个乡村振兴重点区县
形成1-2个农村电商主导产业，打造5个以
上网络热销爆款产品。

同时，还将鼓励建设农村电子商务创业
培训实训基地，鼓励引导返乡电商从业者、返
乡高校毕业生、大学生村官、农村青年等运用
电子商务就业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