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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

“乡村 CEO”蹚出振兴路

随着燃烧的松木在灶台下噼啪作响， 奶白

的豆浆表面慢慢凝结成膜， 赣州亮金腐竹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陈韦熟练地用小刀将薄膜沿锅边

划开，拇指和食指迅速捏起腐竹，挂在锅上架起

的竹竿上，一片腐竹便初见雏形了。

“我们阳埠家家户户都做腐竹，小时候总能

看到乡亲们挑着扁担走街串巷卖腐竹。 ”陈韦介

绍， 腐竹是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阳埠乡的传统

美食， 是不少漂泊在外的乡亲们记忆中家乡的

味道。

与诸多乡村特色农产品一样， 阳埠腐竹的

发展也一度面临标准化不足、 技术人才短缺等

问题。

2022

年，为破解发展困境，赣县区从种植

养殖大户、 返乡创业大学生等群体中选聘一批

懂市场、善运营、有技术、能管理、爱农村的专兼

职农业职业经理人，对村集体资产、资源、资金

等代理运营、 联合经营， 他们也被形象地称为

“乡村

CEO

”。

经过层层选拔，

1995

年出生的陈韦当上了

阳埠乡一名专职农业职业经理人。 陈韦说，为实

现从“单打独干”到“抱团发展”的转变，他与全

乡

150

户腐竹加工户建立了合作关系， 组成腐

竹产业联合体，统一阳埠腐竹质量标准、产品包

装等，打造阳埠腐竹“形象名片”。

为实现产品与市场有效对接， 陈韦还积极

参加农产品展销会，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 一

系列举措让山里土特产逐步走向全国市场，

2024

年阳埠乡腐竹产值预计超过

1000

万元。

目前， 赣县区各乡镇共聘请专职经理人

25

名、兼职经理人

83

名。 沙地镇的职业经理人通

过全面清产核资， 收回辖区承包总价每年

1

万

多元的库湾，对外重新招投标，租金提高到每年

13.8

万元； 五云镇南田村职业经理人在调研了

解家政供需市场后，构建本地“南田家政”品牌，

推动

20

余名学员实现就业……职业经理人发

挥经营专长，挖掘乡村价值，推动村集体经济不

断发展壮大。

“农村从来不缺资源，缺乏的是将资源转化

为资本的有效途径。 ”赣县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胡

承炜说，为鼓励农业职业经理人积极干事创业，

赣县区实行“基本报酬

+

考核绩效

+

创收奖励”

的薪酬机制， 年底还会根据村集体经济经营性

收益给职业经理人发放增收部分

20%

的奖励。

“要充分尊重人才，让农业职业经理人不仅

能留得住，还要干得好。 ”胡承炜说，乡村振兴热

潮涌动， 农村广袤天地等待着更多年轻人大显

身手。 （据新华社）

贵州面向全国

选拔电商直播人才

日前，贵州省商务厅等单位联合发文，于

8

月至

12

月共同举办第三届贵州电商直播大赛，

立足贵州，面向全国选拔直播电商领域优秀

人才。

据介绍，本届大赛报名时间为

8

月

30

日至

9

月

20

日， 以“直播多彩贵州·点亮美好生活”

为主题，将继续坚持政府引导、平台支持、主体

赋能、以赛带训、以赛促技的办赛原则，充分联

动省市县三级商务、网信、团委、妇联、人社、教

育、农业农村等主管单位资源，不限产品、不限

主播、不限平台，旨在选拔直播电商领域优秀人

才、培养夯实贵州电商人才储备、宣传销售贵州

乃至全国优质产品， 营造全民推动贵州电商高

质量发展的浓厚氛围， 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注

入新活力。

此外， 本次大赛将在社会赛道新增“新人

组”，为粉丝数小于

10

万的新晋主播，开辟优质

赛道，带动新主播持续曝光；从全国选拔行业优

质导师成立专家组，并提供全程指导，逐步提升

参赛选手直播技能； 为决赛中排位靠前的优秀

选手免费提供“互联网营销师”考培及线上指导

服务，优先授予相关行业资质；向优秀选手提供

省外行业协会、

MCN

机构、 头部主播团队等游

学机会。

自

2022

年首届举办以来，贵州电商直播大

赛在培育直播人才、推动直播带货、宣传影响等

方面取得明显成效，报名人数、带货销量不断增

长，体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 本次大赛结束后，

贵州各市（州）相关部门将总结大赛经验，提炼

优秀案例和成果， 积极推广和应用到实际工作

中，推动本地商务工作的创新发展。 同时，对于

表现突出的参赛者，将给予适当的表彰和奖励。

（李丰）

江西会昌

山货插上“云”翅膀

铺就乡村致富路

9

月，太行山深处的河北省石

家庄市灵寿县车谷砣村迎来一年

最美季节。 群山环抱的村庄点缀

着金黄和翠绿， 秋风拂过的古茶

树发出沙沙声响， 树下坐着游客

张美琳夫妇和民宿老板王彦芳。

“村里风景好 、空气好 ，像世

外桃源。 ”抿一口新茶，

63

岁的张

美琳说。“如今可不再是当年的穷

山沟！ 路通了，村绿了，客来了，我

们也吃上了旅游饭。 ”王彦芳接过

话茬。

灵寿县车谷砣村是革命老

区，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银行加

印部 、后方机关驻地、战地医院 、

抗大二分校等曾在此驻扎， 因为

地处深山 ，交通不便，信息闭塞 ，

一度处于深度贫困。“山里耕地

少，只能见缝插针种点土豆，以前

连粮食都得拿土豆换。 ”

81

岁的村

民王贵荣回忆。

2011

年， 在外闯出点名堂的

陈春芳回村被选为村党支部书

记。“我的根在这里，自己富了不

算， 得带着乡亲们一起过好日子

才叫本事。 ”陈春芳说。

要致富先修路。 当时的出村

路是一条只有

3

米宽的小路，陈春

芳带着乡亲们开山辟路， 用了两

年半时间，打通一条连接周边

5

个

行政村， 长

10

公里、 宽

8

米的公

路。 随后，村里又建水坝、修茶园、

搞特色种植、发展生态旅游……昔

日的穷山沟逐渐变了模样。

“我们采取‘村两委

+

合作社

+

农户

+

旅游开发公司’ 的经营

模式， 实现农业产业化和旅游规

模化。 ”陈春芳算了笔账，如今村

里栽种的猕猴桃亩产约

4000

斤，

古文化茶园也能吸引不少游客 ，

村民的人均年收入由

2012

年的

不足

800

元，增长到去年的

14000

多元。

自 己 富 了 不 忘 周 边 村 子 。

2017

年， 车谷砣村联合周边黄土

梁 、南枪杆 、团泊口 、南寺等

4

个

村子， 成立车谷砣沟域联合党总

支， 从发掘红色资源、 历史文化、

绿色生态着手，全方位探索乡村振

兴新路径。

众人拾柴火焰高。 团泊口村

的“

80

后”党支部书记谷海涛当起

了主播，每周在村里的电商直播基

地推介几个村子的土特产。“商品

有猕猴桃、菊花、核桃、茶叶等，直

播间高峰时段

1

小时能卖近

2

万

元货。 ”谷海涛说，他们培训村里

的年轻人组成直播团队，全网粉丝

已超过

30

万。

(

宋美倩

)

村支书当起电商主播

近年来，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

通过组织化、体系化推进农村寄递

物流服务网络建设 ， 整合县级资

源、完善村级网点、探索多元运营

等举措， 推动寄递物流往村覆盖、

向户延伸，基本实现“快递进村”全

覆盖，打通消费品进村“最后一公

里”和农产品出村“最初一公里”。

此间， 在平均海拔超

800

米

的清溪乡半岭村，一排排翠绿的参

薯藤如瀑垂下， 随风舞动 。 全乡

2000

余亩的高山参薯迎来了采收

期，农户们正开心地割藤、挖薯、去

根、装筐，一派忙碌景象。

据了解， 高山参薯又称紫山药，其

肉质紫红，口感细腻滑爽，含有丰

富的粘液质、维生素、淀粉酶等多

种营养物质， 在市场上十分畅销。

自

2011

年引进当地， 高山参薯种

植规模渐大，如今已成为当地名副

其实的富民产业，种植农户达常住

人口的

85%

。

然而，“酒好也怕巷子深”，

清溪乡地处偏远，运输成了农产

品走出大山的最大难题。

清溪乡半岭村村民 王恩富：

我种了五六亩的紫薯， 自己销售

的话是用摩托车拉到县城， 大概

要两个小时左右， 每次拉货的量

非常少，也就两三箱，这种销售方

式非常地辛苦，也非常累。

想要振兴乡村产业，必须解

决偏远农产品出村运输成本高、

效率低的问题，会昌县将破局点

落在了乡村电商物流上。 今年

7

月，会昌县围绕建立县、乡镇、村

三级电商快递网络统一配送体

系，打造集惠农运输、乡村电商、

信息集散等功能于一体的“云商

荟昌”电商物流平台，促进农业

产业、乡村电商的高质量发展。

清溪乡半岭村村民 王恩

富：自从我们加入“云商荟昌”物

流这个平台之后，运输方面大幅

度提升， 对我们来说运输成本也在

降低， 加入这个平台对我们农户是

非常方便快捷的。

“云商荟昌” 平台的出现帮助

农户解决了如何运出去的问题。 如

今，农户只需要在手机上点一点，就

有专门的车辆来帮助他们运输农产

品， 销往城区或运往县外。 另一方

面， 消费品下乡进村也由此多了一

条通路。

“云商荟昌”项目创始人 张祖

良： 我们平台会把每个乡村有特色

的商品、农产品进行线上引流，达到

我们从农户到城市的近距离触达 ，

我们城市社区团购在平台上下了单

之后， 乡村会收到订单， 路过的车

辆，就会到这个村里去，把农产品装

到县城来，送到客户手上。

据介绍，“云商荟昌”平台源自

“万城千乡市场工程”， 在原有基础

上进行升级，依托乡镇网络站点（快

递超市） 建设， 打造数字化乡村物

流， 通过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

实现双向流通， 以物流带动本地农

特产品销售， 以销售推动乡村物流

发展。此外，该平台还设有发布招聘

用工、 二手车交易等信息的服务功

能版块，为实现多元化供需对接、畅

通城乡经济循环提供有力支撑。

“云商荟昌” 项目创始人张祖

良：到现在为止，有

85

个司机进入

了我们平台， 我们在乡镇已经建了

123

个网点，各个乡村每天的单量，

现在是有

5000

左右 ， 正常的话有

15

条线路到各个乡镇，还有社会车

辆，接一些散单和整车发货。我们要

做到全县每个乡村全覆盖， 我们平

台要达到

200

辆车辆和

300

个服务

网点， 最少要达到

150

个商家入驻

我们商城，形成一个大的商圈。

该项目是当地不断探索乡村振

兴发展新路径的一道缩影，近年来，

会昌县积极推进数字乡村建设 ，通

过打造现代农产品商贸流通平台，

畅通乡村寄递物流“主动脉”，推动

一批“土特产”走出本地，打响品牌，

激发村民发展产业增收致富的内生

动力。

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继续用好

这一平台，加速推动物流运输、乡村

电商、信息数字化融合发展，更好地

满足农村生产生活和消费升级需

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助力。

（据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