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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记者 杨晓颖

“甘师傅，帮我寄块腊肉！”“甘师傅，我的包裹到了没

有？”“甘师傅，我来拿昨天订的酒。”……一大早，云南省

昭通市镇雄县坪天村“邮掌柜”甘大阳手机微信群里的信

息就接连不断。51 岁的甘大阳是坪天村电子商务服务站

（邮乐购加盟店）的负责人，做“邮掌柜”已经有 6 年了，他

可是村里的大忙人。因为他的电商服务站是全省邮政县

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最末梢的节点，搭载了电费代缴、商品

零售、邮件代收、电商代购等诸多便民服务，打通了工业

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渠道，为村民的生活增添

了幸福的味道。

镇雄县是云南省人口第一大县，也是外出务工人员大

县。2017 年 5 月，镇雄县邮政分公司承接了镇雄县全国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项目中的农村电商服务体系建设

工作。工作启动之初，镇雄县分公司进行了广泛宣传，动员

社会有志青年积极参与其中。

当时，甘大阳在坪天村经营一家小卖部，每月收入约

1500 元，要养活一个八口之家。在得知相关消息后，甘大

阳立即找到泼机邮政所负责人，表示他想承担坪天村电商

服务站的工作。经过考察，甘大阳顺利上岗，开始了他的

“二次创业”。

“能吃苦，肯用心”，这是镇雄邮政对甘大阳的评价。刚入门的甘大

阳，对邮政业务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为了尽快适应“邮掌柜”的角色，他

每次到邮政所交接邮件时，都会主动向邮政员工请教代缴电费、快递包

裹、普惠金融、农村电商等各种业务知识。凭着一股热情和钻研劲儿，

如今的甘大阳不仅对邮政业务了如指掌，而且对电脑组装、电子图表制

作、文档编辑等也能熟练操作。每每提起这些事，甘大阳总是说，不管

做什么事，就是要用心和耐心。

电商服务站建成后，为了方便村民取包裹，甘大阳建了一个“便民

服务微信群”。每天包裹送到后，他就第一时间在群里“点名”，提醒大

家及时来取。如果有村民不方便取件的，他就主动送上门。这样一来，

不仅解决了镇雄邮政在坪天村投递的难题，也省去了村民往返村镇取

件的麻烦。2022年，坪天村电商服务站投递邮件达 8534件。

腊肉是镇雄县游子和外出务工人员的最爱，每年农历二三月都是

腊肉寄递的高峰期。村民罗寿琳行动不便，而远在浙江义乌务工的女

儿很想吃家里做的腊肉、烤土豆片等。罗寿琳在“便民服务微信群”里

发出请求，甘大阳便上门把她做好的腊肉带回站点，封装好后邮寄出

去。

受此启发，甘大阳将自家烤制的土豆片放到自己的“邮乐小店”里

售卖，结果市场反响还不错。于是，他联系镇雄邮政，组织当地的腊肉、

玉米面、荞面等高原农特产品，通过邮政电商和寄递渠道销往全国各

地，传递家乡的味道。2022 年，甘大阳通过邮乐等电商平台销售烤土

豆片 876 斤，代销本地手工干面条 3400 斤，共揽收邮件 1246 件，不仅增

加了村民的收入，也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随着代缴电费、普惠金融、农村电商等业务的逐步叠加，“便民服务

微信群”的功能也越来越强大。目前，加入这个群的村民超过 400 人，

成为甘大阳的获客留客群、业务宣传群、社区社交群、政务信息群。而

他个人抖音号的粉丝更是突破了万人。

如今，沐浴着电商春风的甘大阳，日子是越过越红火，家里的收入

从以前每月 1500元提高到 8000多元。2021年，他不仅整修了自家的房

子，还买了一辆汽车。而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是真心实意地

感谢邮政！”

3 月 9 日，在陕西省咸阳市云阳镇西街村的云阳亚萍蔬菜专业合作

社大棚里，由咸阳市邮政分公司组织的一场农产品溯源直播获得了粉

丝们的关注。手机镜头里，一颗颗红彤彤的普罗旺斯西红柿，像一个个

火红的小灯笼，惹人喜爱。三位邮政主播分工明确，有介绍农产品的，

有营造互动氛围的。他们穿行于田间地头，镜头对准挂满露水的新鲜

果蔬，让粉丝们连连下单订购。据统计，短短 4 个小时，观看直播的网

友达到 113 万人次，收到订单 1.4 万单，共销售普罗旺斯西红柿 7 万余

斤。云阳亚萍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魏航激动地说：“没想到，这么一

场直播，就把我们的云阳普罗旺斯西红柿卖到了全国。邮政真是太给

力了！”

随着云阳镇头茬普罗旺斯西红柿进入销售季，咸阳市分公司积极

发挥渠道协同优势，启动助力农产品销售的“绿色行动”，通过“产地直

采+线上直播带货+邮政配送”的组合模式，实现农产品供给端与消费

端快速衔接，有效打通农产品出村的“最初一公里”和进城的“最后一公

里”。而这场溯源地网络直播，将线上流量引入线下原产地，随即让特

色好物成为爆款农品。运用手机这个“新农具”，从事直播“新农活”，邮

政农村电商打开了农产品的新销路。

咸阳市分公司渠道平台部负责人何阳表示：“为了组织好这次活

动，邮政四个板块紧密合作、协同联动。电商直播基地派出整个团队进

行直播策划与宣传推广；寄递事业部提供邮费补贴，并负责线下收寄；

金融部门分享直播链接，组织客户观看、抢单；文传部门印制质量追踪

卡，方便售后服务。我们按照集团公司的要求，充分打造具有邮政特色

的溯源直播。”

“我承包了两个大棚，种的都是普罗旺斯西红柿。现在才开始卖第

一茬，基本上是产多少销多少。一个棚年产量能在 1万多斤。按目前的

价格，保守估计，我这一年的收入能有 8万元呢。有邮政在，我的小目标

一定能实现！”云阳镇西街村农户董美玲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据了解，目前，咸阳市分公司已整合电商、金融、寄递等专业资源，

通过邮乐等线上平台以及全市 1496 个线下网点，为合作社及农户提供

销售、寄递、普惠金融等全产业链服务。今年，咸阳邮政将组织更多的

电商助农直播，打造产地溯源、提振消费等主题营销场景，做大农产品

商流规模，拓宽助农增收渠道，助力服务乡村振兴。 □赵爱侠 王秀荣

□本报通讯员 刘萍 王文东

孙雪萍 文/图

初春时节，昌潍大地上，广袤良田

与温室大棚交相辉映，美丽乡村与“新

农人”美美与共，一派人勤春早、生机勃

勃的忙碌景象。

今年以来，山东省潍坊市邮政分公

司立足地方经济，深耕特色产业，确定

了打造邮政服务乡村振兴样板的助农

惠农思路，形成服务一个客群、解决一

个痛点、切入一个场景、创造一种价值、

讲好一个故事、做好一场传播、打造一

个 样 板 的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七 个 一 ”模

式。特别是结合产品寄递、线上直播、

销售渠道、资金结算等需求，围绕“一社

一策一场景”，构建了“线上直播+惠农

采摘+网点优惠购+万单产品”四大场

景，探索出金融获客、农村电商、寄递物

流一体化协同服务模式，助力潍坊农特

产品“销全国、售万家、寄城乡”。

直播变“值播”

线上销售常态化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今晚直播

的主题是‘原汁原味原产地，美丽美味

够实惠’。”日前，随着主播小姐姐甜美

声音的响起，潍坊邮政与诸城贡榛林果

种植合作社联合开展的诸城榛子直播

拉开了序幕。

临朐红香椿、昌乐贝贝南瓜、青州多

肉植物、高密望乡面条、寿光种子、安丘

牛蒡茶……2月以来，潍坊邮政组织线上

直播营销团队走进农民合作社、农业采

摘园，利用邮乐、抖音多平台直播，配合

潍坊邮政公众号、视频号同步宣传推广，

多频次、多渠道、多产品直播带货，打通

潍坊农特产品销售渠道。仅1个多月，潍

坊邮政就组织直播活动11场。

今年，潍坊市分公司积极探索线上

营 销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服 务 模 式 。 各 县

（市、区）邮政分公司“因地选材，严格选

品”，确定直播主题，确保“每月一品、一

县一策”。同时，潍坊市分公司线上营

销团队统一组织策划、加强活动指导，

通过实战练兵、交流学习发现人才，不

断提升团队运营能力；以持续性、常态

化开展直播活动打造网络营销阵地，打

响潍坊邮政助农品牌，实现助农产品常

态化销售。

引流拓销路

金融获客协同化

“妈妈，快看！我摘的这颗草莓大

不大？”3 月 8 日，安丘草莓采摘基地里，

满是孩子们快乐忙碌的身影，还有弯腰

摘草莓的妈妈们。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有一个

共同的身份——潍坊邮政金融客户。

这已是安丘市地元果蔬种植合作社“三

八”妇女节期间迎来的第 4批客户。

潍坊市分公司整合全市资源，统一

制作了合作社简介手册，便于跨区域开

展采摘活动。坊子有机西红柿、青州猕

猴桃……各种适合采摘的当季生鲜瓜

果均列入了惠农采摘计划。

惠农采摘活动，在为合作社引流、

增加农户收益的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

邮政金融客户尊享的权益内容。潍坊

邮政将农业采摘、农旅休闲纳入金融客

户权益体系，通过差异化营销策略，有

效破解了金融客户营销方式单一、维护

成本较高、活动参与度低等难题。

“平常工作比较忙，很少亲近大自

然。这次来采摘草莓，不仅活动了身

体，还愉悦了心情。希望今后能多组织

这类放松身心的活动。”金融客户李大

姐高兴地说道。

今年“三八”妇女节期间，潍坊邮政

与合作社联合组织草莓、西红柿、花卉

等特色采摘活动 13 场，惠及金融客户

300 余人，构建了双向引流、获客黏客

的良性循环。

联动建场景

专业协同生态化

潍县萝卜是寒亭农业的一张“名

片”。

“今年，萝卜价格太低，外地收购商

也进不来，这可咋办呢？”2022 年 12 月，

正是萝卜丰收的季节，寒亭区上农农业

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淑芬却愁眉

不展。

“想到邮政经常团购一些蔬菜、水

果，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到当地的邮

局咨询。没想到，邮政全力支持，帮我解

决了大问题。”王淑芬满心感激地说道。

“说来也巧，安丘邮政也正联系我，

想在网点组织萝卜优惠购活动。”固堤

支局经理王辉辉介绍道，“我们前后跨

区域组织了 3 次优惠购活动，仅这一家

合作社就销出了 2万多斤。”

优惠购是金融客户权益生态建设

的重要场景，也是助农惠农营销场景之

一。近年来，潍坊邮政利用网点渠道优

势，加强与合作社的合作，将寿光蔬菜、

昌乐南瓜、寒亭萝卜、高密挂面、昌邑馒

头等十余种质量好、口碑佳的农产品，

纳入网点优惠购、社区团购的商品中，

并与多家合作社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在助农惠农的同时，不断丰富着客户权

益体系。

做精出爆款

农品产销一体化

3 月初，在坊子区兴逄果蔬种植专

业合作社的蔬菜大棚里，一颗颗西红柿

挂在枝头，丰收在即。潍坊邮政惠农专

班的工作人员正与合作社负责人商讨

万单产品打造事宜。逄王西红柿是坊

子区的特色农产品，已被列入 3 月的

“万单农品计划”。

围绕农产品“万单计划”，潍坊邮政

整合资源，打造“邮乐小店+社群”营销

场景，建立潍坊邮乐馆，通过挖掘“一县

一品”，组织各县（市、区）分公司筛选的

性价比高的快消品和时令农特产品上

架轮值推广，推进“万单农品计划”落地

落细。

目前，潍坊邮政已对接 15 家合作

社，引入20余款农产品上架邮乐平台，并

成功运作青州玉秀姐猕猴桃、昌乐贝贝

南瓜、临朐香椿等5个“万单农品”项目。

今年，潍坊邮政将继续深耕现代农

业和特色产业，并设立“惠农标杆示范

社打造项目百万补贴资金”，以农民合

作社提档升级为切入点，探索“三大体

系+农品基地+创客孵化+协同发展”的

邮政乡村振兴发展模式，携手合作社深

化惠农合作、创新产业融合，构建“农民

获利、消费者获益、邮政获客”的邮政惠

农协同生态，以点带面，共助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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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直播催生爆款农品

潍坊邮政：特色惠农有模有样

□甘肃记者 马智勇

陇山陇水总关情。

近年来，甘肃省天水市邮政分公

司积极落实党中央和集团公司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心系民生

之安稳、经济之发展、民心之润泽，将

“三农”工作重心从脱贫攻坚转向乡村

振兴，带着对百姓的情怀、对社会的责

任、对使命的认知，勇毅笃行，用心、用

情擘画乡村振兴的蓝图。

协同服务解“三难”

在深化“三农”服务工作中，天水邮

政充分发挥自身资源禀赋，聚力破解

“融资难”“销售难”“物流难”问题，构建

普惠金融、农村电商、寄递物流一体化

协同服务模式，探索农业社会化服务

“一站式”解决方案。

“我由衷地感谢邮政！是他们帮助

我走上了致富路，还带动周边的乡亲们

共同富裕。”天水市秦州区中梁镇龙凤

村村民、亩亩优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以下简称亩亩优合作社）负责人蒲建

民感慨地说道。

蒲建民祖祖辈辈生活的中梁镇，地

处北秦岭西段，气候湿润，日照充足，这

里出产的樱桃和苹果香甜爽口、回味悠

长。其中，龙凤村的樱桃、苹果种植面

积就达 3000 余亩，村民的房前屋后都

是樱桃林、苹果园。每到水果成熟季

节，鲜红的樱桃、苹果如璀璨的红宝石

般挂在枝头，香气诱人。

当初，年轻的蒲建民怀着一股不服

输、不气馁的劲头，硬是在黄土梁上承

包下百亩果园，依靠勤劳发家致富。后

来，他成立了亩亩优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带领乡里乡亲从事果品种植，为村

民增收致富创造条件。而蒲建民创业

干事的劲头也深深打动了天水市分公

司的领导，双方开启了一段“邮农合作”

的佳话。

合作社成立之初，天水市分公司除

了提供农产品寄递服务，还与合作社在

农资分销、渠道销售等多方面开展合

作，扩展邮政惠农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合作不断深

化，外延不断拓展。结合该合作社做大

做强的发展需要，天水邮政主动嵌入金

融服务，合作社对公账户在邮政开立，

资金也通过邮政渠道结算，办理信贷更

是有“绿色通道”。

在全方位惠农服务的支持下，2022

年，合作社升级为区域级的邮政农产品

基地。此后，天水邮政加大服务力度，

全程参与该合作社樱桃产前、产中、产

后各环节。产前开展大走访大宣传，产

中组织市场推广和营销，产后及时进行

资金回笼，并带动电子支付、对公业务、

代发工资、个人理财等金融业务发展，

推进产业链、服务链的综合开发。天水

邮政正是通过电商助销、物流助运、资

金助力等举措，积极融入当地特色农产

品“一条龙”服务之中，彰显邮政服务乡

村振兴“主力军”的责任与担当。

如今，该合作社已发展基础社员

232 户，成为一家集水果种植、收购、销

售为一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说，

亩亩优合作社是天水邮政所服务众多

合作社中的一个典型样板。

惠农生态显雏形

“李老板，给我来一袋醋。我还有

一件快递到了，也帮我拿上。”龙凤村村

民刘付全在家做浆水面时，发现没醋

了，就到村里的邮政便民服务站去购

买，并顺便取了自己的快件。

天水邮政在满足村民普遍服务的

基础上，利用便民服务站拓宽服务外

延，叠加了网络代购、快件自取、商品分

销等功能，进一步便利村民的日常生

活。“我们以支局为中心，广泛辐射周边

乡村的便民服务站，为他们提供相应的

业务支撑，既保障村民的用邮需要，也

延伸了邮政业务发展的触角，实现合作

共赢。这正是我们积极发展‘网点+站

点’模式的核心理念。”天水市秦州区邮

政分公司经理唐丽丽说。

城市金融网点在业务发展过程中，

局限于单一的社区、商户等客户群体，

并且面临着白热化的竞争态势。但这

些存量客户的效益呈现边际递减的状

态，提升空间逐渐变窄，急需拓展新的

客户群体。

天水邮政广场营业所剑走偏锋，

依托中梁镇邮政所，以金融、寄递、电

商 联 动 发 力 ，打 响 了 城 市 引 流“ 持 久

战”。广场营业所联合中梁镇邮政所，

以村委会为主阵地，建设惠农服务室、

农 产 品 直 播 室 、信 用 示 范 村 ，借 助 寄

递 、金 融 、分 销 等 业 务 向 城 市 网 点 引

流，实现了业务功能的叠加、惠农服务

的升级、协同模式的创新，构建起村民

服务生态圈。

为配合当地政府开展的提信心、促

消费活动，天水邮政同步开展了消费派

券活动，并通过“网点+站点”模式，让

更多的农村客户也能够享受到这样的

消费福利。

天水邮政在中梁镇建立了 19 个村

（社）微信群，覆盖村民 2900多人。利用

便民服务站、邮乐购批销站点，天水邮政

为经营者办理“微邮付”，适时开展“一分

购生活用品”“消费满减”等优惠购活动，

提升站点人气，丰富站点消费场景，激发

乡村消费的活力，也让农民得到实实在

在的好处。

村民坚爱花用手机扫描便民服务

站柜台上的二维码，使用电子消费券

后，她买的洗衣液比其他超市的价格还

便宜。她高兴地说：“这不，我前不久卖

完樱桃，邮政工作人员就把樱桃款打到

了我的绿卡上，还赠送了我一些优惠

券。今天我买东西，正好用上优惠券，

还真帮我省了不少钱。”

从果树的种植指导到农产品的寄

递，从农产品销售到资金、信贷支持，从

便民服务到打通乡村消费微循环，邮政

人的身影始终活跃在田间地头、村舍街

巷。天水邮政携手合作社、农业龙头企

业共同助力产业发展和农户增收，用点

点“邮政绿”，换来了片片“樱桃红”，为

服务乡村振兴蓄势赋能。

绿意盎然有生机
——甘肃天水市分公司打造惠农合作“中梁模式”

青州市分公司开展特色农品直播，打响邮政助农服务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