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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供销社，很
多人记忆犹新。

计划经济时代，
它是城乡日用品、消

费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的
主渠道，包揽了几亿农民的买
与卖，其辉煌无人不晓。

市场经济的洗礼让供销
社经历了由高潮至低谷到再
振兴发展的曲折过程，开始焕
发生机与活力。

我们了解到，近几年，我
省供销社系统加强基层组织
建设，构建农产品流通体系，
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通过
运作线上线下“两张网”，解决
农产品“买难卖难”的问题。

我们还了解到，一些基层
社的“两张网”很活跃，切实发
挥了服务“三农”的桥梁和纽
带作用，供销社的发展活力、
经济实力、为农服务能力有了
显著提高。

从当年的小推车、大竹筐
到现在的小鼠标、大卡车，从当
年的三尺柜台到现在的电商网
店，供销社是怎么变化的？

网货进村入户，农货上网
进城，供销社是怎么把城里和
田间连起来的？

请看本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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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一大早，桓仁县电子商务
物流仓储配送中心一派繁忙：运输车辆
来来往往，工作人员忙着分拣快递，不同
地区的包裹被快速分开，分区堆放，再分
别装车运往各乡镇。

这个面积 2400 平方米的配送中心
位于桓仁西江物流产业园，去年 9 月投
入使用。“目前，整合了圆通快递、韵达快
递、百世汇通、申通快递、宅急送等 5 家
物流企业，购置了6台分拣设备、22台运
输车辆，为入驻企业提供货物分拣、运输
车辆、仓储设施等各项服务。”王钧说，为
配合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桓仁县、乡、
村三级物流体系已全面运行。

“我们利用人口密集乡镇的村级服
务站作为物流中转站，招募十余名物流
合伙人，负责消费品下行和农产品上行
的配送；以县级、镇级物流中心形成商品
分拨节点，以村级配送站支撑基层物流
网络，为全县 12 个乡镇、80 个行政村提
供配送服务。”王钧说，全县物流及快递
配送覆盖率已达 90%以上，很好地配合
了电子商务的发展。

王钧领着记者参观了县供销社的电
商仓储中心、冷库和7000多平方米正在
装修的西关综合大市场，他说：“全县流
通体系基础设施建设完备，是我们最大
的优势。”

朝阳县仓储物流配送中心是在其直
属企业农资公司原址改扩建的，建有现
代化标准库房28栋，占地6公顷，主要开
展农资、建材、五金、日杂及农副产品仓
储、加工、物流配送等服务，是朝阳市区
内最大的仓储物流配送中心和服务功能
最强的新型农资配送基地。

“我们这儿既是仓储中心，也是配送
基地，院内有一条直达库区的铁路货运
专线。”农资公司经理张景山负责仓储中
心的运营，他办公桌对面的墙上挂着视
频物联网无死角监控设备，“一天 24 小
时全程可见每个库房、网点的经营状态，
全天候为业户提供优质服务。”

有了视频物联网技术，用手机就能
随时了解各基层社、村级综合服务社和
便民超市及参控股企业的动态。张景山
告诉记者，“我们成立了商贸公司，与各
基层社、乡镇农资经营大户签订农资运
营订单，他们可从配送中心调整货源全
天候配送服务，再由基层社、农资经营大
户送至田间地头。”

“利用供销社现有资源优势，我们已
建起了比较完善的农村电子商务配送及
综合服务网络，县、乡（镇）、村三级物流
配送体系初步形成。”朝阳县供销社负责
人告诉记者，作为全省唯一的县级社综
合改革试点，通过创新流通体系、治理体
系、运营体系和组织体系，基层社资产总
量由改革前的 2.5 亿元，提升到现在的
3.7亿元。

“线上互联网需要线下物流配送体
系‘保驾护航’。”庄河市供销社主任刘四
清认为，随着电商业务不断发展，物流配
送已成为制约农村电商发展的瓶颈，这
就需要加快仓储物流配送中心建设，逐
步形成特色化配送体系。

“下一步，我们重点在庄河地区建设
区域性农副产品仓储物流配送中心，支
持大型农副产品物流企业建设跨地区、
跨行业的农村电商仓储物流配送体系，
为鲜活农产品物流配送提供便利条件，
促进全域农产品仓储物流网格化和配送
集团化。”刘四清说。

记者了解到，全省供销社根据区位
优势、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强化基础设
施，积极开展物流配送，现代流通体系建
设成效显著。上半年，全省供销社系统
电子商务销售额为 3.56亿元，同比增长
三倍；自建电子商务平台交易额为 9718
万元，同比增长 76%。“网上销售发展速
度虽快，但占销售总额和平台交易额的
比例还是太小，线下流通网络建设也有
待进一步加强。”肖涵表示，供销合作社
要坚持为农、务农、姓农，把为农服务作
为一条主线贯穿到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
改革全程，织好线上线下“两张网”的同
时，要努力由单一流通服务向全程农业
社会化服务延伸，向全方位城乡社区服
务拓展，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借力互联网，建设物流网，重返服务“三农”大舞台

“老供销”何以焕发新活力
本报记者 孔爱群 文并摄

朝阳县新诚电子商务展示中心汇集了大枣、小杂粮等特色农产品。

桓仁县电子商务配送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分拣快递包裹。

冷链运输车辆600多台

“现在是我和老伴一年之中最
清闲的时候。”10月 30日，在朝阳县
大庙镇范杖子村青山沟村民组，67
岁的老蜂农张振明告诉记者，他养
了 80多箱蜜蜂，所产的蜂蜜一个月
前就被朝阳众德食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众德食品”）收走了，地里也
没啥活了，准备猫冬了。

自从与众德食品签订了统一收
购合同，张振明的蜂蜜不仅不再愁
卖，收入也增加了。

张振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好
年头，一箱蜂一年产蜜 120多斤，统
一收购价每斤比过去高 1 元钱，一
年就增收近万元。”

“通过成立养蜂专业合作社，我
们组织了近 500名蜂农社员。”众德
食品总经理赵金革说，统一收购、统
一质量标准，既保证了产品质量，也
有效带动了蜂农增收。

作为朝阳县供销社参股企业，
众德食品重点发展蜂产品，其自行
研制并具有知识产权的“破蜂蜜结
晶技术”已申请国家专利，蜂系列产
品远销美国及欧盟、中东等 9 个国
家和地区，每年为朝阳县蜂农创收
2000万元。

除了出口，众德食品 30%的产
品通过“朝阳农品网”销售，该网由
朝阳县供销社下属全资公司——朝
阳新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新诚电子商务”）经营，主要帮扶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接电商平台，
开展网上农产品销售。

“带动涉农企业和合作社成为
农产品专业交易网站，逐步打造具
有朝阳特色的网上供销社是我们的
初衷。”朝阳县供销社负责人表示,电
子商务能快速沟通城乡，解决农产
品“买难卖难”，实现产销有效衔接。

目前，我省供销社正在积极探
索“互联网+供销社”的新型商业模
式，并取得一定成效。“电子商务不
仅能提高服务‘三农’水平，还能在
助农增收的同时，打造更多农产品
品牌，让辽宁地方特色农产品远销
全国市场。”省供销社理事会主任肖
涵表示。

自建+合作
建平台设网站开网店 为农产品打通“进城路”

为顺应电子商务的发展态势，
朝阳县供销社通过成立电商公司，
打造“互联网+供销社”的新型商
业模式，为农产品插上互联网“翅
膀”，不仅不再“难卖”，还“飞”得更
远更高。

2016 年年末，朝阳县供销社
注册成立了新诚电子商务，下设
电子商务运营中心、农产品展示
中心和培训中心。运营中心除了
陆续在京东商城、淘宝网等全国
知名电商平台上开设网店销售朝
阳土特产外，还自建了网络平台

“朝阳农品网”。
“你看，这两个蜂蜜订单分别

来自广州和深圳。”新诚电子商务
位于朝阳县供销社一楼，运营中心
总监于海负责网络平台运营和管
理，他打开“朝阳农品网”，快速点
击鼠标，给记者看网上农产品的销
售情况。

这个自主开发的独立电子商
务平台，网页内容丰富，设计精美，
金黄色有机小米的图片一下吸引
了记者的目光。“朝阳的小米和杂
粮很受南方客户青睐，不算节假
日，平常每天也有三四十个订单，
主要来自江苏、浙江、广州、上海等
地。”于海说，平台广泛吸纳各类新
市场主体参与，目前入驻商户 40
多家，经营品种汇集杂粮、大枣等
各类农副产品200多种。

“网络平台免费服务，农产品
展示中心为全县农产品龙头企业
和农民合作社（联合社）各成员提
供产品展示服务，汇集蜂蜜、杏仁
油、大枣、凌塔白酒和小杂粮等朝
阳特色农产品和名牌产品。培训
中心定期举办电子商务培训班，
帮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接电商
平台，开展网上农产品销售。”新
诚电子商务经理孟兆敏说，“供销
社+互联网”开辟了农货进城新渠
道、农民增收致富新门路。

不只朝阳县，桓仁满族自治县
供销社也建立了电商公共服务中
心，除自建“源宝裕农”网络平台，
还与国内多家知名网站合作，“互
联网+特色农业”让山货进了城。

“刚开始，每月销售额只有七
八万元，现在能达到四五十万元。”
29 岁的徐鹏负责淘宝“桓仁特色
馆”的运营，他的线下体验店在桓
仁县西江东北参茸城，是桓仁电子
商务公共服务中心所在地，店内桓
仁大米、人参、冰酒、山核桃油、黑
木耳、蘑菇等特产琳琅满目，几位
工作人员正忙着拣货、包装。

“除淘宝网，我们还引进阿里
巴巴东北运营商豪玛集团，招入
北京网库公司，推进京东‘中国特
产·桓仁馆’冰酒、野山参、桓仁贡
米等高端产品销售，并完成‘供销
e 家’桓仁地方平台建设，已入驻

‘源宝直营店’‘源宝裕农生活日
用品直营店’‘源宝裕农农资店’
等 7 家企业。”桓仁县供销社主任
王钧告诉记者，今年前 9 个月，全
网销售农产品 100 余种，销售额
270余万元。

近两年，我省各县社都在积极
尝试建立县级电商运营中心，或自
建网络平台，或与第三方合作，做
大农产品线上销售。

庄河供销合作社在依托大连
“益供益销”平台的同时，对接“供
销e家”、淘宝等电商平台，打造全
方位、多渠道、数据共享的电商平
台，将庄河特色农产品销往全国。
上半年，供销电商线上线下销售总
额达700万元。

“目前，全系统已累计发展电
商服务平台28个。”省供销社相关
负责人表示，通过“网络自建+合
作”，省供销社县及县以下电子商
务销售额成倍增长迅速，通过网络
平台，农产品销量增加的同时，知
名度也得到快速提升。 基层社+村电商服务站

开商城设服务点 为日用品工业品下乡开通“进村路”
10 月 24 日，朝阳县二十家子

镇商业街车水马龙。衣世界服装
商城里各类服装、鞋帽摆满货架和
柜台，几位售货员忙着给顾客介
绍，一位农村大妈正给小孙子挑选
运动鞋。

“这里的东西价格和质量跟城
里差不多，再也不用往城里跑了。”
大妈告诉记者，当地村民基本都在
这里买生活用品，这个商城和供销
综合服装百货商城是镇里规模最大
的综合性服装鞋帽商场，东西全，品
种多。

“包括两个商场在内，我们通过
对二十家子供销社实施改造，打造
了18个精品屋，开展农资、农产品、
日用消费品、家具、百货、副食等经
营服务，年销售额达3000万元。新
建村级综合服务社20个，经营服务
实现行政村全覆盖。”朝阳县供销社
主要负责人说。

2016 年以来，朝阳县供销社陆
续对基层社实施信息化改造，配置
电脑，开通宽带，提升村级综合服务
社网上购物、流转中转、农特产品收
购等流通服务功能。建设了一批村
级电商服务站，为当地农民提供网
上代购日用消费品、代销农副产品
等服务，解决农民“买贵”问题。

省供销社相关负责人表示，近
两年，省供销社加快发展农村电子
商务，积极推进县域电子商务运营
中心、乡镇实体店、村级服务站点线
上线下融合发展。上半年，全系统
新建、改造基层社 28 个，新建乡村
电商服务站点 76 个，促进了“网货
进村入户、农货上网进城”。

基层社深入乡村，是服务“三
农”的前沿阵地。记者了解到，全省
供销社正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拓
展经营服务领域，加快向综合服务
转变，向线下线上融合发展转变。

凌海市闫家供销社进行全新改
造后，占地 9600 平方米，领办农民
专业合作社 2 个，发展综合服务社
11个，为农服务中心1个，庄稼医院
1个，主要经营农药、农机具、化肥、
种子、农产品销售，并广泛开展代
服、代购、代销等服务。

“近年来，通过政府投入、企业
自筹、社会引资、村社共建等多种
途径，我们陆续改造了 13 家基层
社。”凌海市供销社理事会副主任
韩忠武说，改造后的基层社面貌焕
然一新，为农服务功能进一步拓
展，有效解决了工业品下乡“最后
一公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
里”的问题。

“改造基层社的同时，村级电商
服务站点建设必须跟上。”王钧说。

在桓仁县黑沟乡，忠财超市挂
着县供销社电商旗舰店的牌子，六
道沟村电商服务站就设在便民连
锁超市。王钧告诉记者，依托农民
专业合作社、供销、商超等已有网
络体系，改造县供销社，新建村级
电商服务站，集中配给电脑、电视、
办公桌椅、货柜等硬件，目前已建
立村级综合服务站 80 个。各地利
用“供销 e 网”平台，组织本地经销
企业入驻，为农民提供农资、农产
品、日用消费品以及建材商品的代
购代销、物流配送和科技、法律咨
询等便民服务。

“以遍布全县的乡村服务网
络为依托，全力构建县乡村三级
电商服务体系，发展‘电商公司+
专 业 合 作 社 + 农 户 ’和‘ 电 商 公
司+村级电商服务点+农户’，开
辟‘ 农 产 品 进 城 、日 用 工 业 品 下
乡’的双向流通渠道，在提升农民
生活品质的同时，促农增收致富，
已成为县级供销社改革创新的方
向。”肖涵告诉记者。

线下物流+配送网络
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都顺了

供销系统的“两张网”

线上的网

各类农产品生产基地272个 农产品配送中心38个
乡镇物流节点200多个
冷藏冷冻库500多个

农产品终端
销售网点2000多个

线下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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