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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浦供销农产品展销中心内
的直播间，开启了“供销社 +村集体
+线上直播 +线下零售”的助农产
业发展新模式。
“感谢供销社帮助我们卖农产

品，没想到，瓜果蔬菜通过供销社的
直播平台销量能这么高，明年还得
请你们来做直播。”浙江省杭州市萧
山区临浦镇红美人种植户徐友根高
兴地说。

临浦供销社是一家耕耘在一线
的基层供销社。近年来，在深化综合
改革进程中，临浦供销社抢抓“互联
网 +”浪潮，以供销电商产销对接为
切入点，在引领全区各类农产品上
行、借助电商多渠道推广销售中，让
众多农业龙头企业尝到了“甜头”，
让农民得到了实惠，走出了一条独
具基层供销特色的电商助农新路
子。

首战告捷
“乡村云播客”火了

孔华超是萧山区临浦镇詹家埭
社区一位“90后”党支部书记。2017
年，带着对“三农”工作的热情，他结
束在外经商，回到了村里，想为自己
的家乡做点事。
“家乡有需要，我就回来了。”孔

华超通过之前积累的电商经验，成
立了直播团队，在临浦镇做得有声
有色，颇有名气。

2021年，临浦供销社与横一村
深化“社村共建”，探索“五联三共”

发展新模式，并引进了颇为成熟的
詹家埭孔华超电商团队。同时，临浦
供销社再结合农产品资源优势，首
次实施了“品牌 +电商 +农产品”
的营销战略，打造了横一村“萧山未
来大地”首个直播带货平台———乡
村云播客。通过抖音、淘宝等电商平
台，开启直播热潮，大力推广大米、
鸡蛋、番薯等农产品，让农产品搭上
电商快车。
此外，临浦供销社还结合特色

农产品丰收季，开展柿子、杨梅、草
莓等主题直播活动，在推销农产品
的同时进行品牌宣传及推广。
“乡村云播客”的出现彻底颠覆

了大众对于农产品只能靠门店零售
的传统思维，为农产品打开了崭新
的销售渠道。临浦供销社“首战告
捷”，为之后的“电商助农”之路奠定
了扎实的基础。

趁热打铁
“2.0版本”迈上新台阶

线上直播帮助吉山村销售过去
无人问津的青梅，让其变得炙手可

热；基地直播帮助农户销售滞销红
美人，被抢购一空；自创品牌“菜老
大”，利用高温杀菌及包装技术，帮
助詹家埭彻底解决了“腌白菜”不易
保存和不易运输两大难题，成功打
开线上销路……这些都得益于电商
平台的再一次进阶。

2021年，在“乡村云播客”的基
础上，临浦供销社趁热打铁，继续加
大力度深化与横一村“社村合作”，
顺势而上打造了“乡村云播客 2.0
版”———丰收驿，其不仅具有电商直
播、展示展销等功能，可以线上线下
联动推销农产品，还能够结合重要
节假日组织举办“供销市集”等展会
活动，发展假日经济。

村民孔大妈激动地说：“有了供
销社这个直播平台，我们不用天蒙
蒙亮就起来了。现在，我们只要腌好
菜就行了，供销社会派车来拉走，包
装、发货都不用我们管，卖得好又有
钱赚，供销社真是我们的老娘家！”

丰收驿成立当年，帮助农民累
计销售农产品超 200万元。至此，临
浦供销社“电商助农”之路跨上了新
的台阶。

大展拳脚
“跟跑”变“领跑”

2023年，孔华超想把助农增收
的主阵地放在自己的村子詹家埭。
“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利用电商让
村子有发展，村民有钱赚。”孔华超
说。

临浦供销社把握时机，因势而
变，2023年 5月，便与詹家埭社区抱
团合作，入股 35%组建强村公司———
尚田农业，共同运营抖音账号“三农
之家”，并将直播间转移到了临浦供
销农产品展销中心，正式开启了“供
销社 +村集体 +线上直播 +线下零
售”的助农产业发展新模式。“乡村云
播客 3.0版”就此诞生。

此后，临浦供销社依托“三农之
家”平台，充分发挥供销社体系优
势，大展拳脚，紧锣密鼓利用临浦供
销农产品展销中心门店地理优势，
对其进行了提升改造。一层改造为
供销农产品展销专区、“三农之家”
直播间及包装发货区，二层改造为
冷库及农产品仓库。一方面，利用直

播平台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另一方
面，将门店打造成“GONG 萧
GONG 富”产销联盟点，发展线下
零售和净菜配送业务。

2023年 10月，横一村独具特色
的炝柿上市，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
年的炝柿搬进了“三农之家”直播间，
销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过去
的无人问津、毫无销量到如今的供不
应求、抢购一空。当月，炝柿销售量超
5000斤，销售额 4万余元。
“过去炝柿卖不出去，大家都

愁。2023年好了，供销社通过直播
帮助我们把炝柿卖个精光，我们还
赚到了钱，真是太开心了。”横一村
村民傅大妈边说边笑开了花。

在电商发展过程中，临浦供销社
依托“三农之家”电商平台，马不停蹄
地探索“直播进基地”“农户上直播”
“社员上直播”等新模式，一边与农户
洽谈，挖掘优质农产品，一边到农户
基地、包装车间等进行现场直播，还
让本社工作人员进直播间当起了主
播，三方联动，不仅收获了极佳的口
碑，也使得农产品销量增长不少。

2023年 10月，临浦供销社首

次试水钱江蔬菜有限公司车间直
播，成交量 639单，销售额超 1.8万
元；同年 11月，再次试水红美人生
产基地直播，带动销量 775.5斤，销
售额超 4300 元；今年 4 月，临浦供
销社工作人员独挑大梁，担任金峰
茶业专场主播，在试播的 30分钟内
收获点赞数超 1万次……
自去年 5月运营至今，“三农之

家”直播平台粉丝量已达 22.9 万
人，制作抖音视频 201个，收获点赞
数 140.2万次，单场直播观看人数
近 1.5万人次，线上累计销售额超
415万元，累计销售农产品 150余
种，带动本地 100余户农户增收致
富，帮助当地农户销售季节性产品
50 余种……临浦供销社“电商助
农”彻底从“跟跑”变为“领跑”。

临浦供销社还带领尚田农业直
播团队积极参与了中国农民丰收节、
第十届所前樱桃节、第 25届萧山杜
家杨梅节等农事活动现场直播，实现
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临浦供销社多渠道、多载体、

多方式地推动电商经济，实则是通
过联农带农推动乡村振兴，最终实
现共同富裕。”临浦供销社主任俞国
云诚恳地说，“我们倾力发展数智产
业的同时，始终不忘‘为农服务’初
心，时刻坚守‘三农’服务阵地，主动
扛起责任担当，努力为政府解难事、
为百姓办实事。供销社一直都是党
和政府密切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纽
带，从未退场。”

（杭州萧山区供销社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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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川省供销社系统上半
年经济运行分析视频会召开，省供
销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任建
平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供销社二级
巡视员、农村合作指导处处长鲍庆
军，二级巡视员、经济发展与数字
化处处长刘蓉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关于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通报了 2024年
上半年综合业绩考核指标完成情
况和全省供销社系统上半年经济
运行情况，并部署下半年工作。

会议指出，纵观全局，系统经
济展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和较大
的增长潜力。上半年，多数指标实

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系统
经济保持了“稳中有升、进中提质、
承压向好”的发展态势：主要经济
指标延续较快增长势头，销售总额
赶超进位，增速位列全国第三。农
资、农产品、消费品、再生资源四大
主营业务增速高于全国平均，5 项
指标排名均位列全国前十。土地全
托管面积、土地流转面积、农业生
产社会化服务三项主要指标同比
增长，农资保供稳价作用凸显。新
兴动能正在形成，上半年，再生资
源回收、销售额均实现 50%左右的
增长。供销集市、供销食堂等新业
态不断拓展，数字供销稳步推进，
供销品牌持续焕发新活力，得到政
府、社会多方认可。

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统计工
作，要应统尽统、严把质量、强化结
果运用，要配合本地统计部门做好
五经普数据检查、审核与验收工
作，推动系统经营主体“个转企、小
升规”，不断提升供销社系统对国
民经济发展的贡献力度。

对于全系统下半年工作，会
议提出，要锚定目标，加强分析研
判，奋力攻坚克难，重点做好以下
工作。要强化政治意识，坚定不移

抓好系统经济建设。要抢抓国家
“两重”“两新”等政策机遇，推进
重点项目落地，加快农资仓储设
施、粮食仓储设施、再生资源回收
体系、物流基础设施补短板等项
目建设，加快传统业务转型升级，
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要积极应
对农资市场价格和形势变化，发
挥农资保供“主渠道”作用；大力
拓展农产品销售，千方百计助农
增收，广泛宣传“川字号”农产品
品牌。要推进基层供销合作社建
设提质扩面，优化为农服务水平，
全力打通为农服务“最后一公
里”，全面实施“千县千社质量提
升行动”。要加强专业化经营和规
范管理，多措并举提升社有企业
综合效益。要增强风险意识和底
线思维，巩固系统经济持续回升
向好态势，坚持为农服务主责主
业，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任务，统筹发展和安全，
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四川省供销社在家领导班子
成员，机关各处室和直属企事业单
位主要负责人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各市（州）供销社分管负责人和科
室负责人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为全力消除安全隐患，抓好盐
亭县供销社社属企业安全生产工
作，按照四川省供销社《关于全面
落实安全责任抓好当前安全工作
的紧急通知》相关要求，近日，四川
省绵阳市盐亭县供销社党组书记、
理事会主任李红伟带领安全督查
小组前往飞跃烟花爆竹有限公司
和盛源烟花仓库开展安全督导检

查工作。
安全督查组一行对飞跃烟花

爆竹有限责任公司和盛源烟花仓
库的消防通道、消防设施、库房外
围易燃物隐患、安全警示等方面进
行了深入细致的督查检查，同时查
阅了飞跃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
和盛源烟花仓库的值班值守记录、
货物进出登记、烟花爆竹储存规范

等情况，并对发现的隐患问题当场
逐一提出整改意见。

近期天气持续高温干燥，易引
发火灾、爆炸等安全事故。李红伟
强调，一是要贯彻落实省、市、县近
期关于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系列
重要会议部署，强化“风险就在身
边”的危机意识，时刻敲响安全生
产警钟。二是要主动抓实抓细排查

整治工作，针对重点场所、重点部
位和重点人员进行逐一排查，发现
问题及时认真整改，将隐患消除于
未然，确保供销社系统安全生产形
势持续平稳向好。三是要加强管
理，严格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作为
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对生产、存放、
运输等环节加强把控，确保各环节
合法合规。

8月的重庆稻谷金黄垂了头，
高粱红了满天。智慧收割机来回穿
梭于巴渝大地田间地头，呈现出一
派繁忙的丰收景象。为保障粮食作
物收割及时，夏粮安全归仓，重庆
市供销社为农服务平台———重庆
智慧农服集团充分发挥供销社系
统在组织体系、服务功能等方面具
备的独特优势，精心谋划水稻、高
粱等作物秋收服务工作。

在智慧农服集团与各区县子
公司联动下，共 20余支农机服务
队伍下乡助收，“村村旺·农服通”
平台调度农机手及收割机保障秋
收，合计 300余名机手、300余台
智能农机具投入到一线秋收现场，
保障丰产丰收。

璧山：
1500亩水稻收割归仓

立秋前后，重庆市璧山区广普
镇周家村集体组织负责人华成群
迎来了丰收。
“周家村股份合作社今年种植

了 500多亩水稻，平均每亩能收
950多斤。按照今年每斤 1.45元的
收购价，平均每亩地利润有 1377.5
元。”华成群说。

干了 20多年水稻种植，华成
群对这项农活的劳动量和精细度
深有体会。“以前水稻收割全靠人
力，在正常天气下，一个壮劳力一
天仅能干 1亩到 3亩田。”华成群
表示，有了智慧农服农机服务队加
入，秋收工作省时又省力。

在璧山区广普镇，农服璧山公
司与广普镇政府合作，各村社干部
提前摸底情况，统计农户稻谷面积
成熟情况，拟定秋收计划表，及时了
解广大农户急于收割归仓的需求。

不仅在周家村，本次秋收，农
服璧山公司组织近百台农机具到
璧山区各镇街开展水稻收割服务，
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农服璧山
公司出台不高于 120 元 / 亩的服
务费，有效抑制行业‘乱涨价’伤农
行为，降低生产成本 15-20 元 /
亩，以全区 10万亩水稻面积的收
割为例，可实现助农增收 150万元
以上。”重庆智慧农服集团璧山公
司负责人介绍，目前农服璧山公司
已完成璧山区水稻收割近 1500

亩。
做给农民看、引领农民干、帮

着农民赚，以增加村集体收入为契
机，农服璧山公司联合广普镇周家
村集体经济组织打造占地 500 亩
的“优质水稻种植示范基地”。

据了解，该基地采用生物菌肥
保品质，以精细化管理保产量，通
过测产，亩均产量达到 450公斤。
基地盈利分红 60%至村集体，实现
村集体和小农户双增收。

石柱：
抢收托管基地 500亩高粱作物

盛夏千竿绿，金秋万粱红。农
服石柱公司王场镇 500 亩高粱基
地迎来丰收，农服队伍抢抓晴好天
气机收高粱，田间一派丰收繁忙景
象。

2022年，农服石柱公司托管
王场镇太和社区闲置土地 500亩，
用于种植农作物。农服石柱公司发
挥本地龙头企业优势，为该基地提
供代耕代收、农资供应等服务。

农服石柱公司负责人介绍：
“开展机械化收割，将传统‘镐锄镰
犁’变为智能化的‘金刀铁马’，平
均每天收割四五十亩，相比传统人
工收割，机收效率比人工收割高
10倍以上。不仅减少劳动力的投
入，降低粮食损失率，机收的同时
将高粱秸秆粉碎直接还田，提升了
秸秆综合利用能力。”

高粱基地内，大片颗粒饱满的
高粱穗低垂着头。伴随着轰鸣声，
两台联合收割机穿梭其间，大片高
粱穗被“吃”进机斗，高粱秆则被打
碎，变成肥料均匀地播撒在田间，
过程快速流畅。

农服石柱公司 2024年依托自
建农服团队在全县开展油菜、水
稻、玉米、高粱等耕种防收全环节
服务已达 7万余亩，服务经营主体
30余家、种粮农户 1500户以上，
形成农业社会化服务稳步发展的
良好态势。

目前，重庆智慧农服队伍作为
重庆供销社为农服务的骨干力量
和国家队，正在巴渝大地紧张作
业，投入秋收工作，预计将服务于
全市 20 余万亩粮食作物秋收工
作。 渝讯

数智赋能让“社村合作”更有活力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临浦供销社走出电商助农新路子

秋收正当时
智慧农服绘就田间好“丰”光

绵阳市盐亭县供销社：
开展烟花爆竹专项安全督查工作

四川省供销社系统上半年
经济运行分析视频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