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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开创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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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4年，四川省德阳市供销社
系统深入贯彻省社“六个一”工作总思
路，致力于打造全市供销社系统流通
服务骨干网络体系，并显著增强了为
农服务能力。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和
务实行动，德阳市供销社系统实现了
销售业绩的显著增长，为当地农业和
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据最新数据显示，德阳市供销社
系统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132亿元，同
比增长 24.87%；利润达到 1.35亿元，同
比增长 30.3%；农产品销售额更是高达
109亿元，同比增长 23.5%；日用品销售
额也实现了 49.4%的大幅增长，达到
5.7亿元。这些令人瞩目的成绩背后，
是德阳市供销社系统对供销流通网络
新体系的持续完善和不断创新。

夯基础
整合资源建设供销流通网络新体系

为了夯实基础，德阳市供销社系
统积极整合资源，建设了全新的供销
流通网络体系。市本级冷链物流体系
核心———德阳供销智慧冷链物流产业
园正在稳步推进中，该项目计划投资
5亿元，占地 173.83亩，旨在打造集冷
链仓储、农产品批发交易、物流集散、
电商孵化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为农服务
综合体。目前，一期工程已经顺利完
成，招商工作也在同步进行中。

同时，德阳市供销社系统还加快
推进县域流通骨干平台体系建设，以
市本级智慧冷链物流产业园为核心，6
个区（市、县）和基层端有机融合的全
市供销社系统农产品冷链物流网正在
逐步形成。截至目前，全市供销社系统
已经建成了 1 个城市保供仓、1 个县
域集采集配中心，并新增了 12140吨
冷链库容，以及多个市场和仓库。

在流通服务网点的优化布局方
面，德阳市供销社系统也取得了显著
成效。截至目前，全市农村端和城市端
经营服务网点已达 1120个，今年新增
社区服务网点 50个、供销生鲜超市 3

个、德阳名品馆 1个、无人售卖网点
32 套、粮油供应站 2 个以及“供销市
集”1个，服务范围已经覆盖全市。

拓业务
双向融合打造供销流通服务新模式

德阳市供销社系统探索了“供销
直供直配新模式”，在城市社区建设
“助农驿站”，在镇村建设为农服务中
心，并开发了线上小程序，探索农产品
直供直配数字化交易新模式。今年 5
月至 11月共建成运营助农驿站 9个，
另有 6个驿站正在设计装修阶段，预
计年底建成 20多个网点；集中组织线
下农产品甄选近 60次，小区居民参与
人数 10340人；在农业基地开展直播
66场，线上销售农产品 13万斤，直播
累计观看人数 27564人，点赞量 40余
万；带动销售青花椒、土鸡蛋等农产品
100余种、60余万斤。同时，他们还拓
展了农产品内销外销新渠道，目前已
打通北京农产品销售通道和成都平原
到青藏高原的农产品冷链配送业务省
际大通道，截至目前共销售农产品 7.1
万吨。为德阳市的学校、医院、银行和

成都 29所学校提供农产品配送业务，
全年预计实现营业收入 2亿元。此外，
德阳市供销社系统还搭建了农产品展
示展销新平台，包括线下展示展销店
和线上电商平台，为农产品销售开辟
了新的市场通道。

聚合力
创新合作增强供销综合发展新动能

在增强供销综合发展新动能方
面，德阳市供销社系统主动寻求合作
与创新。他们加强了东西部协作交流，
以农产品直供直销合作为基础，联合
本地基层经济股份合作社、专合社、农
户近 1000家，持续深化与眉山、重庆
潼南等地供销社系统合作；同时与福
建厦门等地开展农产品大宗贸易合

作，截至目前实现销售额收入 4.26亿
元；推动“跨级”合作，借助系统优势联
合发展，与省社天府农产品冷链物流
集团合资共建德阳供投农产品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为德阳市 40余所学校、
10家企事业单位提供配送业务，今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1000 余万元。
与省社川供天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合
作，建设运营“四川消费帮扶网”德阳
站项目，目前已完成前期选址工作，线
上平台建设正在有序推进。与什邡市
政府国有平台公司合资成立四川德供
恒新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打造作
为全市性网络中枢的德阳供销智慧冷
链物流产业园，助力县域流通服务。同
时，他们还加强了与其他企业和机构
的联合合作，以开放合作助力供销新
发展。与四川栖云九鹏实业有限公司
以业务合作的方式，共建德阳供销粮
油站 2家；与贵州白酒交易所合作开
展白酒类贸易，截至目前实现营业收
入 142.6万元；与蒙牛、伊利、光明、新
希望乳业合作为德阳市中小学学生奶
订购提供服务，截至目前实现营业收
入 19.3万元。这些合作不仅为德阳市
供销社系统带来了更多的业务机会和
收入来源，也为当地农业和经济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

德阳市供销社相关负责人介绍，
德阳市供销社系统将按照会议部署，
继续纵深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
持续加大项目投入和优化农产品流通
体系布局，继续引导相关主体积极并
网合作，为农产品冷藏、运输销售、流
通等提供优质服务，为打造新时代更
高水平“天府粮仓”和农业强省建设贡
献更多的德阳力量。

把好生产“源头关”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延寿县起航食品
有限公司的生产基地，3.38万平方米的广阔
空间内，4条全自动生产线与 30 条大米分
装线正紧张而有序地运转着，一粒粒大米在
轰隆隆的机械声中经过雕琢，完成蜕变。

从 1923年开始种植水稻的延寿县地处
北纬 450水稻黄金种植带，光照充足、昼夜温
差大，干物质和速溶双链糖积累较多，米粒
饱满、清香宜人。当前，延寿县起航食品有限
公司携手延寿县农业农村局与星辉有机优
质稻米专业合作社，通过“公司 +合作社 +
基地 +农户”的模式完成生产，并将这份清
香与饱满通过“832平台”销往天南海北。

在产品的选择上，“832平台”不仅注重
产地的自然生产条件、设备的绿色生产水

平，更注重产业扶持能给当地带来的社会效
益，希望通过把好源头关，把更多质优价廉
的产品提供给消费者，也能扶持更多有潜力
的优质特色产业发展。

在黑龙江省海伦市，龙粳系列水稻产地
条件优越。在此基础上，上游加工企业黑龙
江一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引进了现代化大
米加工生产设备，从清理、去石、脱壳到碾磨
抛光，直至分级装袋，全程自动化作业，每一
批大米都经过 4次抛光、4次色选，确保大
米晶莹剔透、碎米率低、无杂质。对品质的
高要求让大米成为海伦市的支柱产业之一。
自 2024年年初至 9月，公司已收购水稻 5
万余吨，为农户每月带来 3000余元的增收。
在“832平台”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期间，
公司收获 2000余份订单，累计上线产品超
过 30类、130款，让海伦市的大米香气飘向
了更广阔的市场。

从产地到设备、从种植到加工，“832平
台”从产地和设备入手把好“生产关”，守护
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以平台的“用心”让
消费者吃得放心、让生产者产得舒心。

守好平台“质量监管关”

“看到个别地区不法商家违规使用焦亚
硫酸钠及其替代品对枸杞进行‘提色增艳’的
新闻后，我们第一时间对高风险地区的枸杞
商品进行了下架处理，并开展专项核查工
作。”“832平台”运营管理部总经理余洪博说。

据了解，得知消息后，“832 平台”迅速
行动，发布核查通知，要求所有供应商对店
铺内销售的枸杞等干制品商品进行自查；平
台持续对枸杞等干制品开展抽检核查；对发
现问题的商品及相关供应商，按照销售伪劣
商品的违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

中国供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孙
娟说：“‘832平台’对于产品质量问题，一直
秉持着严管严惩的态度。平台深知，只有维
护好经营秩序，保障合规经营供应商的正当
利益，才能确保消费帮扶订单的每一笔都切
实转化为脱贫地区群众的增收成果。因此，
对于已核查的违规商家，平台坚决‘顶格’处
理，决不姑息任何打帮扶属性‘擦边球’的行
为。”

加强质量监管非一日之功，把好食品安
全关更需做好“绣花功夫”。近期，“832平
台”围绕重点品牌、重点区域、高销售额以及

豆油等重点类目，进行了全面的核查工作。
据统计，从 1月至 5月，平台共下架了 5857
款帮扶属性存在问题的商品。自 6月《“832
平台”上架商品帮扶属性审核标准》发布实
施以来，平台更是按照新的核查标准和方
案，对预包装食品、小作坊食品、初级农产品
以及规模以上贸易企业开展了全面核查。
“质量月”期间，“832平台”也在线上开

展了系列活动，通过核查、重点抽检、实地检
查以及商品质量安全培训等举措，不断提升
平台商品的质量。除此之外，“832平台”还
积极与中国供销商贸流通集团有限公司合
作，依托全国供销合作社日用品采购平台，
通过秋季订货会、培训交流、联合采购等专
项活动，倡导会员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为保障食品安全贡献力量。

护航食品运输与交易“安全关”

“经过深入核查，虽然发现商家并未在
平台上销售报道中提到的混装大豆油，但我
们平台还是以此为戒，继续加大对商家的监
管力度，并对存在违规行为的商家进行从快
从严处理，努力确保每一滴油都纯净、安
全。”余洪博说。“832平台”第一时间向平台
供应商发布自查通知，并紧急下架了可能涉
及该问题的重点地区商家食用油商品，以实
际行动回应社会关切。

在守护食品运输安全的同时，“832 平
台”也在交易安全上下功夫。今年 5月，平台
发起了“阳光采购行动”倡导，开发了一套先

进的风控系统，开展数据反查，实现了对异
常 IP、异常订单的实时风险预警，让高销售
的贸易型商家的每一笔订单都在严格的监
督下，助力消费帮扶工作在“阳光下”稳健、
高效运行。
“在食品安全这条关乎民生福祉的红线

上，‘832平台’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与坚
定的决心。”孙娟说，“平台在保持商品核查
‘高压’态势的同时，深知帮助小微商家稳健
发展的重要性，通过培训、讲堂等形式，不断
提高商家的运营能力与合规经营意识。今年
以来，平台已开展多场质量安全与价格方面
的培训，协助小微商家进一步完善商品合规
性，让小微商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也能站
稳脚跟，稳健前行。”
“832平台”作为全国脱贫地区农副产

品“集散地”，一贯以确保消费帮扶成效、营
造良好交易氛围为己任，确保将每一笔消费
帮扶订单切实转化为脱贫地区群众的增收
成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同时，在产品质量
和交易规范管理方面，逐年加大抽检预算及
检测力度，平台商品抽检合格率已从 2021
年的 97%提升到目前的 99%。

食品安全一头担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一头担着扩大消费、产业升级的期许。
“未来，‘832平台’将继续把助力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和服务乡村全面振兴作为主
攻方向，坚守初心使命，视产品质量安全为
基石，努力打造一流的农产品综合服务平
台，成为关键时刻用得上、靠得住的农村电
商国家队！”孙娟说。 张毓敏

四川省泸州市供销社始终坚
持为农服务宗旨，加强工作机制
建立，强化部门协作配合，以健全
基层组织体系、创新社会化服务
方式、建立有效利益联结为工作
重点，持续深化综合改革，在推进
“三社”合作工作中实现了新突
破。

深化改革创新，夯实为农服
务基础。探索“三社”合作模式（供
销社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或村集
体经济组织 +农民专业合作社）
被列入全国供销社典型案例，“三
社”合作率超过 70%。建成省级基
层社示范社 112个，实现乡镇全
覆盖，有效破解了人才、阵地、资
金、业务和机制等难题。建设为农
服务综合平台，构建了以市供销
集团为龙头、95家社有企业为骨
干、155 个新型基层供销社和
4779个经营服务网点为支撑的服
务网络。

赋能产业发展，提升为农服
务实效。狠抓农资保供稳价，组建
市级农资公司，今年来销售农资
超过 9万吨，在有效保供稳价的
同时，带动基层供销社农资业务
发展。狠抓农业社会化服务，根据
不同地区、作物、经营主体，开展
订单式配方施肥、统防统治、农机
作业、果园托管等农业生产社会
化服务，为农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1—9月服务面积 122万亩，承接
上级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 21.54
万亩，其中农业部门 18.11万亩、
供销社系统 3.44万亩。狠抓农产
品销售，发挥流通体系优势，组建
社有电商企业 8家，建起东西部
协作进出口中心和电商直播基地
25个，今年来线上销售额突破 2
亿元。

强化合作引领，拓展为农服
务领域。深化业务合作，围绕泸州
酒业发展，支持供销社与“醉清
风”酒业合作，成为“醉清风”供销
系列酒总代理，在全市建成 356
个经营网点，今年来销售超过 5
万件，有效拓展了与基层供销社
利益联结路径。深化金融合作，采
取“供销社 +金融”模式，与银行
合作开发“供销 e贷”“e企快贷”
“供销种植 e 贷”等产品，授信规
模达 2.2亿元，发放贷款 3970万
元，有效解决基层供销社和农民
社员融资难题。 肖馨

从田间到舌尖“食”刻守护安全
“832平台”多措并举做强质价管控体系近期，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等 27个

部门以“加强质量支撑 共建质量强国”为主题，联合开展 2024年全

国“质量月”活动，深入推动全民质量行动。中国供销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按照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有关要求，
建设运营的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832平台”）举办
“‘食’刻守护共享食安”主题宣传活动，多措并举增强供应商质量安

全意识，引导采购人提高质量安全辨别能力，不断提升平台质量安全
保障水平。

自 2020年上线以来，“832平台”不断完善、优化质量安全保障
体系，形成了线上复核、线下质检、多重监管、完善系统的“四维立体
监测”质价管控体系，从产地资质、帮扶属性、交易规范等多角度、多

层次、多时空、多措并举做强质价管控，从田间到舌尖，守护消费者的
“食”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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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市供销社系统：

打造流通新体系增强综合发展新动能

他山之石

预祝全省供销合作社流通体系暨试点县建设工作会议圆满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