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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的实践与思考

竹山县改革办

近年来，竹山县抢抓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创建机

遇，把电子商务纳入精准脱贫“十大工程”，强力推进电商公共

服务体系、培训体系、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农产品品牌培

育及质量保障和营销服务体系、网货供应基地和乡村电子商务综

合服务站点等重点项目建设，依托农村淘宝、邮乐购、淘实惠等

电商平台，完善以县城物流配送中心为主体、17 个乡镇物流综合

服务站为节点、辐射 254 个行政村的区域物流综合配送服务体系。

一、竹山县发展电子商务的做法与成效

按照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创建要求，全面推进农

村电商网络服务体系建设和基础设施配套，目前，全县 254 个行

政村中电商服务网点已布局 300 家（村淘网点 70 家，邮掌柜 188

家，供销 e 家 42 家、淘实惠 20 家），覆盖全县行政村 128 个，

建档立卡贫困村 14 个，覆盖率分别为 50%、70%。2018 年全县电

子商务网上交易额突破 10 亿元，电商销售农特产品交易额近亿

元，电商辐射全县贫困人口 10 万人次。

1.坚持高位推动，强化政策引领。成立了由县长任组长、县

政府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的电子商务进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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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山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实施方案》和《竹山县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配套文件，明确将

电商扶贫作为全县扶贫攻坚的“十大工程”之一，落实重点任务

和扶持政策，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

电子商务发展格局。

2.加快网络覆盖，建设平台网点。坚持电商发展多元化思路，

先后与湖北融凯科技有限公司、阿里巴巴集团、京东集团、深圳

淘实惠公司、苏宁易购、邮乐购、供销 e 家等 7 家国内知名电商

平台运营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并开展相关业务，强力推进电商示范

站点和电商扶贫服务网点建设，到 2019 年底，将实现全县电商

服务站点行政村和建档立卡贫困村覆盖率 100%，农村网络零售额

同比递增 20%，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30%。

3.抓实电商培训，孵化电商人才。依托京东商学院和十堰秦

巴职业技能培训中心等专业电商培训机构，定期开展农村电子商

务培训，培训对象包括电子商务创业者、村级网点合伙人、政府

工作人员、村干部、大学生村官、种养殖大户、农产品加工企业

人员等。培训内容包括电子商务创业培训、电商政策和法律法规

知识、网络营销和品牌推广、电脑和智能手机基础知识等各方面

知识。今年以来，全县共举办电商培训 6 场次，培训 1200 人次，

涉及贫困人口 280 人次，激发了全县干部群众参与和支持电子商

务发展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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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配套农村物流，打通最后一里。整合政策项目资源，着力

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网络体系，在通济沟工业园建设 3500

平方米的电商物流园，引导阿里巴巴集团菜鸟物流、恒达物流等

和 11 家快递公司集中入驻，实现所有抵达竹山的快递包裹全部

集中在县物流中心分拣，农村淘宝货物再由菜鸟物流专车配送到

各村级服务站，各服务站再送发到农户手中，实行全程免费 24

小时必达，电子商务物流成本逐年下降，农村流通现代化水平显

著提升，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基本打通，实现了村民购物不

出门，网货送到家的方便。

5.推动企业转型，开展网上销售。引导鼓励企业顺应电商发

展趋势，积极探索转型发展之路，湖北贡水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华周壹兰珠宝有限公司、星梦茶业、友花茶业、绿田生物、富韬

科技、胜利生态农业等一批销售本地农特产品的企业，主动开展

网上销售，积极开发适合网购的产品。去年以来，全县 12 家农

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累计实现线上交易额 2.5 亿元，新建农产品标

准化加工包装工厂一家，网货包装工厂一家。

二、竹山县电子商务发展存在的问题

1.农产品上行存在瓶颈。竹山县绿松石资源丰富，绿松石系

列产品交易额占全县电商交易额 10%，特色农产品中茶叶交易额

占 15%，其他产品仅占 5%，受制于产品品牌、成本、质量、标准

等因素制约，标准化体系不健全，质量矛盾突出，适合线上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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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特产品开发不足、产品产量不大。

2.电商带动就业创业不明显。2017 年，全县企业线上交易额

占 40%，占全县电子商务交易总额 30%，电子商务平台自营实现

交易额占全县电子商务交易总额 60%，同比新增个体电商从业人

员 2 万人，增幅 25%，其中新增贫困户电商从业人员 1 万人。受

制于个体能力及产品等方面的制约，电子商务交易集中于公司和

电商自营平台，贫困户电商创业覆盖率低，电商创业脱贫效果还

不够明显。

3.资源浪费比较突出。物流运输资源重叠配送现象突出,全

县物流企业 18 家，快递企业 11 家。比如，在核心城区，11 家快

递企业都在城区同一线路重复配送，而且到乡镇的物流配送也存

在多家重复配送问题，造成人力物力资源浪费。同时,电商服务

网点布局重叠，存在一个行政村有农村淘宝、邮乐购、供销 e 家

等多家电商网点，且网点处于经营微利状态，导致一些网点经营

一段时间后关门停业现象。

三、竹山县发展电子商务的建议

1.完善电子商务产品体系。持续扩大材料供给，全面梳理优

势农特产品纳入上线产品目录，发挥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作用，

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形成“一县一业”、“一村一品”产业规模，

保障产品供给。发掘当地传统元素和手工技艺（产品），大力开

发上线风情商品、手工艺品。探索将县域旅游资源及周边农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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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住宿等有关信息上网，丰富电子商务产品种类。坚持不懈

加强品牌建设，聚焦区域特色和龙头企业，重点培育打造 1-2 个

农产品品牌。整合闲置厂房改造升级，统一规划建设原材料检验

检测实验室、污水处理系统、蒸汽供应设备等公共设施，招商引

进农产品加工、包装企业，开展农产品开发、加工、包装业务。

2.加大配套资源整合力度。对物流企业经营线路、网店布局

进行整合，促进企业间合理分工协作，增大上行产品数量，降低

物流成本。对个别偏远地区农村物流企业和物流线路运营进行以

奖代补，完善物流网络。全面整合现有农村站点，集中一家网店

统一负责电商产品的上行下行，一站办理多家电商业务，形成“一

点多能、一网多用、深度融合”的农村物流新模式。

3.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推进农村宽带、移动网络全

覆盖工程，在现有广电、电信、移动、联通布局的基础上，大力

开展光纤入户工作，优先为贫困户、贫困村、电商扶贫点通接入

光纤，为农村电商发展及电商扶贫提供网络支撑，实现电商应用

和服务网络在乡镇覆盖率 100%，行政村覆盖率 90%以上，使电子

商务成为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和山区群众脱贫增收的新引擎。

（本文刊于湖北省委政研室主办的《调查与研究》2019 年第

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