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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电商产业风生水起“惠民模式”受热捧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王军 吕明芳

8月29—31日，国人目光聚

焦在惠民：第七届中国淘宝村

高峰论坛在这里举行。中国淘

宝村有 4000 多个，但盛会选址

在惠民，并且马云来了，他在论

坛上发表了16分钟的演讲。

惠民，原本是一座默默无

闻的小县城，为何能受到马云

的青睐，亲自出席本届中国淘

宝村高峰论坛？“我们大力实施

数字乡村战略，从平台打造、品

牌建设、人才培训、网点布设等

多方发力，全县3600 余家活跃

淘宝网店，带动 13 万人实现创

业 就 业 ，年 交 易 额 达 300 亿

元。”县委书记殷梅英说出了其

中缘由。

该县已获评全国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工程示范县、山东

省电子商务示范县。李庄镇获

评山东省电商特色小镇。据统

计，目前全县已有中国淘宝镇2

个、淘宝村20个。

惠民县紧抓电子商务发展机遇，
围绕建设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体系、打
造电子商务载体、培育电子商务平
台、深化企业电商应用、推进电子商
务扶贫等工作，强化组织领导，夯实
电商基础，完善电商服务，取得了明
显成效。惠民县电子商务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从量变到质变，正在形成

“一核、三心、多星”的电商发展路径，
走出了一条多主体共同参与、集智创
新的开拓之路。

一核：电子商务核心区。改造提
升鲁北电商物流园，推进线上线下融
合，打造集电子商务、创业孵化、展览
展示、电子商务培训、物流仓储、生活
服务配套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电子商
务产业园区，探索“公共服务+O2O+
仓储物流”的电子商务发展模式。同
时，依托孙武古城旅游区，规划建设
惠民县旅游电子商务服务平台，整合
并推动全县景区、宾馆、旅行社、特产
店等旅游资源平台上线，加强惠民县
旅游电子商务服务平台与八喜旅游
网、携程网等省内外知名旅游电子商
务平台合作对接。

“三心”：一是绳网电商特色小
镇。以李庄镇和姜楼镇为核心，整合
全县绳网产业资源和电子商务资源，
积极打造“中国绳网产业电子商务平
台”，充分发挥绳网产业的市场优势，
以体育绳网为突破口，借助互联网资
源，积极培育“惠民绳网”区域公用品
牌；培育打造中国绳网电子商务龙头
企业；加强技能型、运营管理型电子
商务人才培育与引进，壮大电子商务
人才梯队。二是花卉苗木电商特色
小镇。充分发挥皂户李镇花卉苗木
产业优势，积极完善中国白蜡网、花
木通、苗联通等电子商务平台服务功
能，以数据引导花卉苗木精准种植和
标准化种植。加强中国北方现代农
业数码港电子商务资源、产业资源、

服务资源集聚，以打造花卉苗木产业
电子商务核心区为导向，充分发挥皂
户李镇苗木协会的作用，积极引导电
子商务企业、电子商务平台、电子商
务服务企业入驻，优化布局电子商务
运营中心、展览交易中心、花木培育研
究中心和花木产业综合服务中心规划
建设。依托中国黄河三角洲苗木博览
会，结合互联网传播平台，大力宣传惠
民县花卉苗木区域品牌，提升花卉苗
木产业知名度和区域影响力。三是旅
游电商特色小镇。加强魏集镇魏氏庄
园、魏集古村落、黄河采摘园等旅游资
源整合，加强与省内外知名旅游电子

商务服务平台合作，大力发展在线旅
游新业态，借助微信、微博、今日头条、
新华电商等新媒体大力宣传推广惠民
旅游品牌，在旅游景点合理布局惠民
特色旅游产品线下体验店，实现线上
线下联动发展，加快完善特色餐饮、民
宿、特产商店等配套设施，打造魏集旅
游产业集聚区；同时，联合孙子兵法
城、武定府、灵秀温泉度假区、古源恒
昌等旅游景点，加强精品旅游线路景
点之间资源共享与合作，打造精品“两
日游”旅游线路。

“多星”：电商村。根据惠民产业
发展特点，广泛遴选、培育一批电商

特色村庄，创新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模
式，积极利用电子商务手段拓宽销售
渠道，以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为支
撑，引导村民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设立
个人网店，销售特色农产品，增加村
民收入。同时，加大农村交通、物流、
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农村
共同配送体系，打造区域性城乡智能
配送服务平台，解决制约农村电子商
务发展的物流瓶颈问题。大力推广
电子商务产业链扶贫模式，引导贫困
户参与电子商务供应链的生产、包
装、仓储、网销、收发、运输等环节，实
现脱贫致富。

信息网络建设、物流配送等基础
设施不配套，发展电子商务就是纸上
谈兵。惠民县积极协调各通信公司
加大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农村
地区宽带用户宽带接入能力覆盖比
例基本达到100%，同时，邮政、顺丰、
圆通等知名快递和物流企业与电子
商务企业建立广泛合作关系，提供物
流支撑，打通服务电商发展“最后一
公里”，构建起通畅高效的物流管道
和长期稳定的物流链条。

发展电商，物流是支撑。惠民县
开展电商物流产业建设，致力于农
产品上行，形成集电子商务、物流、
快递配送、电商培训于一体的物流
园区。目前，已进驻国内知名的“四
通一达”快递、顺丰速递等快递公司
以及德邦物流、天地华宇等物流公
司。物流园以“合作社+社区”、“020
运营”、“B2C 同城配送”等运营模
式，建成线下体验店 2 家、培训大讲
堂1处、电子商务指挥调度中心1处，

物流公司配备配送统采车辆8辆，惠
民县农村电子商务经营服务体系已
初步搭建完成。

惠民县是全国最大的化纤、塑料
绳网生产基地，市场份额占全国的
70%以上。惠民花卉苗木总面积达
18万亩，市场销售额达50亿元……

产业是基础，平台是支撑。1000
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业和农副产
品汇集特色中国—惠民体验馆；建成
鲁北电商产业园、中国北方现代农业

数码港、中国绳网产业集群电子商务
基地三大新经济产业园，中国白蜡、
中国国槐、供销e家等一批专业化平
台，形成“产业园+网络+公司+农户”
的电商发展新模式。目前，全县已建
成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1处、
镇级电商服务中心14处、村级服务站
700个。

如今，电子商务在惠民县农村的
快速渗透发展，正成为县域经济发展
的亮点，拉动消费的新动力。3600
余家活跃淘宝网店，带动 13 万人实
现创业就业，年交易额达 300 亿元，
形成了农村电商的新兴业态。

打通服务电商发展“最后一公里”

“现在每月淘宝上的订单量能占
总销售额的 40%，菊花茶有了新销
路。”惠民县惠白菊种植合作社负责
人张文勇感到非常舒心，他种植的

“宝贝”多了条进城的渠道。这一切
得益于电商建设，像张文勇这样的农
民还有很多，他们依靠一台电脑和一
根网线，依托原有的传统产业，将各
式各样的产品销往了全国各地。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
展，惠民县依托化纤绳网、苗木等产
业优势，推进实体经济与电子商务融
合发展，建立完善县、镇、村三级服务
体系，着力打造电商示范村，实行线
上线下双向运行机制，真正让电子商
务惠及群众。

惠民县强化政府引导，做好配套
服务，为电商发展营造了绝佳的环

境。高标准建设了县级电子商务运
营服务中心，各镇办成立了镇级电子
商务服务中心，依托邮政、乐村淘建
设了767个村级服务站点。举办首届
惠民青年电商创新创业比赛决赛，按
组别分设金奖、银奖、铜奖和优胜奖
20 个，获奖者除现金奖励外，并可申
请免费入驻电商产业园区，享受各项
政策扶持。

如今这些举措已经发挥了重要
作用，在惠民县，网上开店、在线销
售成为了新潮流。积极与京东、阿
里、网库网、邮政买卖惠、乐村淘平
台深入合作。截至目前，依托中国
白蜡网和中国国槐网，累计促成实
体 交 易 额 达 60 亿 元 。 投 资 45 万
元，建设北方花木城大数据信息平
台，配套工商、税务、检验检疫、物
流等服务，实现在线展示交易和管
理者大数据抓取，点燃了惠民经济
发展的“新引擎”。

点燃经济发展新引擎

“一核、三心、多星”规划电商发展路径

9月26日，虽然距“双十一”还
有不到2个月时间，惠民县李庄镇
一家棉被公司正在扩大车间，积
极备货。据公司负责人介绍，去
年“双十一”他们棉被销售额达
120万元，预计今年因为第七届中
国淘宝村高峰论坛在惠民县召开
的缘故，销售额还会大幅攀升。

惠民县电商辉煌成绩的背
后，是惠民人顺势而为、顺流而
上，抢抓时代机遇的真实写照。
在这片因电商而迸发活力的土地
上，新事物正不断涌现，日益丰富
着美好生活的图景。

当传统农耕搭上互联网的顺
风车，犹如唤醒沉睡已久的土地。
7月份，正是辛店镇赵家营村仙桃
上市的时候，通过直播平台进行网
络预售，每天约一千单左右。

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统一品牌
是重点。整合资源、塑造品牌，是
惠民农产品走向市场化的一条重
要路径。惠民县推出全省首家县
域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惠民原
耕”，14家企业、90种产品纳入重点
推广范围。“惠供”、“黄河惠耘”、

“智府菊酒”等系列产品均已上市。
电子商务可以帮助农民适应

市场的变化，为农业产品化服务，
惠民县为此发展了供销e家、淄角
生鲜为代表的农产品上行平台。
淄角生鲜线上交易平台依托基地
到县城展销馆的线下配套体系，
产品统一标示“淄角”品牌，配有
专业包装及配送团队，即时下单
即时配送。“供销e家”商城自2017

年3月份上线运营以来，线上点击
量30多万人次、配送1.8万次。

近年来，通过电商牵线搭桥，
惠民县的香菇、西瓜、蜜桃、苹果
等特色农产品已经走出县、走出
省甚至走向了全国，越来越多的
农民也进入脱贫致富奔小康的

“快车道”。
收入的不断增多，让村民们

有了获得感，也有了奔头。思想
变了，电商的发展越来越好，再为
农民提供岗位和增收渠道，良性
循环就这样形成。

何坊街道史马村农民马青松
原本在一家棉纺厂打工，一次偶然
的机会接触到了互联网，看到了电
商带来的商机。他销售当地的野
菜、玉米、新鲜蔬菜等，2015、2016、
2017年销售额分别为50万元、120
万元、280万元，2018年度销售额更
是达到400万元，今年他又建起“朝
耕”新零售模式，上半年已经实现惠
民县城商住小区配送全覆盖。

马青松仅是受益者之一，惠
民县还将电商发展与农民工返乡
创业、精准扶贫结合，在全县 139
个省定贫困村建成电商扶贫驿
站，每年组织举办以农村淘宝为
主的电商扶贫培训班20 余期，孵
化了数千名草根创业者。同时，
建成电商扶贫示范镇1个，电商扶
贫产业园1个，电商扶贫示范点80
余个，带动周边2000余人就业，户
均增收4000元。全县2万多名贫
困人口获得产业收益，实现稳定
脱贫。

农产品借网走四方

第七届中国淘宝村高峰论坛主论坛现场。

开展电商培训。

发展电商带动农村妇女家门口就业。

惠民绳网产品不断更新换代。

淘宝网店客服在商讨业务淘宝网店客服在商讨业务。。

网上销售新鲜农产品网上销售新鲜农产品。。西红柿装箱待售西红柿装箱待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