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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肖婉君 文/图

连绵的大巴山上，漫山遍野的李子

林。郁郁葱葱的脆李基地迎来一年的

丰收季，红绿相间的李子挂满枝头，果

农正穿梭其中忙着采摘，大家脸上洋溢

着丰收的喜悦。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

邮政分公司也在积极行动，为脆李的上

市提供直播带货、包装运输、品牌推广

等服务，助力宣汉脆李行销全国，让小

小的李子成为带动当地百姓增收致富

的“黄金果”。

特色农品富民兴业

宣汉县是外出务工人员大县，每年

有近 30 万人的劳务输出，大量的劳动力

流失导致当地土地抛荒。

2016 年，当时宣汉县庙安乡的脆李

年产量约 1.5万吨。价格低、没销路是庙

安乡水果合作社一直未能解决的难题。

这一年，宣汉县邮政分公司主动联系庙

安乡水果合作社，帮助其销售庙安脆李，

让隐在深山无人识的李子走出了大山。

此后，宣汉邮政主动对接县农业农村局、

县商务局等政府部门，连年承办宣汉县

脆李销售启动会，宣汉脆李逐渐成为网

红农品。

李子的畅销带动了当地村民种植的

热情，荒废的山地被重新开垦，种上了一

片片的李子树。宣汉邮政也将脆李采摘

基地由原先的庙安乡扩展至毛坝、天宝、

南坝、柏树等多个乡镇。到 2023 年，宣

汉县脆李的年产量已增长至近 5万吨。

“我家种了李子树 15 亩，今年大概

能收获李子 2 万余斤。”毛坝镇果农孙

义谈起今年的收成，掩饰不住内心的喜

悦。孙义一家是典型的务工家庭，过去

他与妻子在外打拼，独留老人与小孩在

家，务工收入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

“以前种地是很难挣到钱的。现在种了

李子，在家劳作就有收入，还能照顾家

庭，比外出务工好多了！”孙义说，通过

种植李子，家里的收入一年能增加 10

多万元。

脆李项目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采摘、

分拣、包装、运输、销售等各环节都需要

劳动力，在宣汉县每年靠这个项目实现

增收的村民就有近万人。“邮政以国企的

责任担当，扎实开展惠农合作，大力推动

脆李规模化种植、产业化发展，争当农产

品进城的主力军，积极破解产销难题，以

实际行动助农增收、助农兴业，为服务乡

村振兴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宣汉县委常

委、副县长李静在调研本地农产品进城

时，给予宣汉邮政了充分肯定。

邮政寄递一路领“鲜”

脆李果园普遍在山区，进出山的路

崎岖，运输极为不便。为解决脆李出山

的运输难题，宣汉邮政精心部署，优化

脆李收寄点布局，在庙安、毛坝等重点

产区设置揽收点 20 余处，依托 170 余个

村级综合服务站开展委托收寄，开通 3

条交邮合作线路，与 5 家社会快递公司

签订框架协议，覆盖全县城乡及部分村

（社），实现邮政揽收渠道在原产地的全

覆盖，以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破解农

产品出村的“最初一公里”难题。

“6000 斤李子已下山，请分拣组做

好准备。”9 月 7 日上午 10 点，采摘组准

时将李子装上邮车。每天，宣汉脆李的

运输量都在攀升，高峰期日均寄递达上

万斤。

“只要李子到处理中心，我们都会

在当天处理完毕。”宣汉县分公司副总

经理陶军说。在脆李产销旺季，宣汉县

分公司组织成立分拣组、封装组，前置

到邮件处理中心，以流水线方式进行分

拣、装箱、打包、贴单等作业，加快李子

的出口速度，将中间处理环节的时限压

缩至最短。今年，宣汉邮政乘着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东风再次发力，首

次采用冷链航空的方式应对旺季的大

规模寄递需求，让脆李邮件的运输过程

高效可控，进一步缩短从枝头到餐桌的

时间。

“今年，我们开通了动车专运、民航

直发和外省专线运输邮路，使脆李自达

州到成都的金牛、武侯等城区实现‘当

日达’，到广东省内及全国重点城市实

现‘次日达’。客户品尝到更加新鲜的

脆李，反响也更好。”达州市邮政分公司

运营管理部经理罗小军介绍说。邮件

提速带动了邮件揽收，脆李的交寄量也

较往年有了明显增长。如此良性循环，

既确保了脆李的新鲜度，也提升了客户

的好评率，真正达到了邮政寄递“领鲜”

一步的效果。截至 9 月 20 日，宣汉邮政

累计收寄脆李邮件 13.2 万件，实现销售

额 200 万元，形成寄递收入 225 万元。

按下乡村振兴“快进键”

“朋友们，这是今年最后一拨儿宣汉

脆李了，现在还有‘919 电商节’优惠券，

机不可失！你们今天下单的李子，将全

部当天发出，均是现摘现寄，确保品质最

佳……”9 月 9 日，毛坝脆李基地内，宣汉

邮政主播正在果树下为网友进行直播带

货。今年，宣汉邮政借助“919 电商节”

活动，帮助宣汉脆李搭乘销售“直通车”，

20 天时间，助销宣汉脆李 4 万件，销售额

达 85 万元，为今年宣汉脆李销售画上了

圆满的句号。

近年来，在宣汉邮政的运作下，宣汉

脆李被纳入邮政全网分销系统，并先后

在邮乐网、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开设

宣汉特产馆。同时，组织员工开设“邮乐

小店”，组织社区团购，运营短视频账号，

开启网络宣传、销售引流的新通道。在

苏宁易购“818 购物节”、邮政“919 电商

节”期间，宣汉邮政组织策划一系列宣传

推广活动，投放大量的优惠券，多渠道联

动开展促销，提升脆李的销量和知名度。

荒山变李山，李山变金山银山。依

托脆李产业，当地果农的收入保持稳定

增长。如今，宣汉脆李走出了大山，飞向

了全国，已经成为宣汉县经济发展的重

要产业之一。到目前为止，宣汉邮政累

计助农销售脆李 180 万斤，帮助果农创

收近 650万元。

“从 2016 年开启精准扶贫到如今助

力乡村振兴，在宣汉县委、县政府和达州

市分公司的大力支持下，宣汉脆李项目

已经走过 8 个年头，为帮助农户增收致

富、振兴地方特色产业发挥了应有的作

用，展现了行业‘国家队’的责任担当。

接下来，我们将一如既往，有效整合电

商、寄递、金融等资源，为服务脆李产业

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绿色动能。”宣汉市

分公司总经理雍晓珊表示。

“我接到电话，前几天‘919’团购的

阳 光 玫 瑰 到 了 ，下 班 后 正 好 顺 道 拿 回

家。”在浙江省嘉兴市邮政分公司的物流

仓储间，前来领取团购产品的客户络绎

不绝。自“919 电商节”活动启动以来，

嘉兴市分公司积极做好惠农共富工作，

已打造“邮乐小店”万单产品 2 个、社区

团购万单产品 1 个，实现网络零售交易

额 125万元。

近年来，嘉兴市分公司立足惠农合

作项目，为涉农主体提供“一站式”服务，

以直播助力农产品“线上+线下”双渠道

销售，持续推动当地农业、文旅与邮政三

方融合，摸索出一些惠农共富的新妙招。

“一站式”服务惠农

为了给农户提供更加全面完善的一

揽子服务，嘉兴市分公司成立转型惠农

专班团队，将工作重心放在做好惠农项

目的组织推进、活动策划、资源支撑和进

展通报，研究并制定惠农项目的总体发

展规划，为合作社提供综合服务解决方

案等方面，同时发挥协同优势，助推金

融、寄递业务发展。自 2021 年惠农专班

团队成立以来，团队足迹遍布嘉兴市的

各个村落、合作社。截至今年 9 月底，嘉

兴邮政成功签约农民合作社及涉农企业

329 家，助农销售额累计达 3800 万元，

“融资 E”贷款累计发放 538 户，贷款金额

近 7 亿元，其中今年发放贷款 3.44 亿元，

占比接近 50%。

谈到一揽子服务，嘉兴市南湖区凤

桥镇永红村水蜜桃种植户孙女士一边赞

叹，一边竖起了大拇指：“之前种下树苗

的时候，邮政专员小杨就上门来访，了解

我家的基本情况，询问资金有没有缺口、

销售有没有渠道、物流有没有保障。没

几天，他就带着服务方案再次登门，向我

详细介绍邮政从资金、销路到运输的全

过程服务内容，甚至包括一些工作细节

的安排，考察得都非常周到。这让我们

只管种好桃子，其他都可以放心交给邮

政。”

双渠道联动助销

“直播间的宝宝们看过来，下面有请

我们今天的主角——嘉兴粽子登场！众

所周知，嘉兴粽子口感好、营养好，自留、

送人都可以。”端午节前，浙江省邮政分

公司联合邮乐直播团队与嘉兴市分公司

在“真真老老粽子博物馆”共同举办溯源

直播活动，共吸引 107 万人次观看，有

8600 多人下单购买，总交易额达 212 万

元，并带动寄递造包 2.7万件。

为了筹备这场直播，嘉兴市分公司

提前从基地大单品、批销大单品、网红产

品、“两个 1000”惠农重点合作社产品库

中精选产品，并结合端午消费习俗，成功

打造了 1 款真真老老鲜粽系列万单产

品。作为此次出镜带货的邮政金牌主

播，来自嘉兴市分公司渠道平台部的张

贞介绍说：“当天的直播，共收到鲜粽订

单累计 1.2 万单，总销售额为 42 万余元，

创造了浙江邮政直播单品销售的最高纪

录。”

在今年“919 电商节”期间，嘉兴市

分公司举办了一系列助农直播活动，专

场销售本地农特产品，成功打造了嘉善

黄桃、海宁斜桥榨菜、平

湖 大 米 等 3 款 万 单 产

品。

农文邮融合兴业

今 年 6 月 ，嘉 兴 清

河嘉田四季农品馆正式

揭牌。该农品馆是由嘉

兴市分公司与市农业农

村局合作共建，是连接

政府、邮政与合作社的

桥梁纽带，成功打通政

府食堂、工会农品的供

应渠道。自投入使用以

来，清河嘉田四季农品

馆已对接 100 余家专业

合作社和涉农企业，引

入近 40 款农副产品，助

力 农 产 品 销 售 达 40 余

万元。

据嘉兴市分公司渠

道平台部经理倪芳黎介

绍，清河嘉田四季农品

馆的产品都是由嘉兴本

地的合作社种植的，由企业加工制成便

于携带、易于储存的独立包装产品，这样

既延长了产业链，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

位，也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帮助农民

增加了收入。倪芳黎表示：“我们不仅把

农品馆作为促进农产品产销对接的一个

平台，还将它视为向社会展示嘉兴农业

文化与邮政文化的一个窗口。下一步，

我们将以农品馆为载体，联合农业、文旅

等部门共同开发更多富农惠民的农产品

和文化产品，以‘农业+文旅+邮政’三方

融合的方式共同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和文

化振兴。”

对于惠农助农新路径的探索，嘉兴

市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在“123”模

式（“一站式”服务、两个渠道联动、三方

协作融合）的基础上，继续整合更多社会

资源和力量，实现从 3 到 N 的升级，谱写

嘉兴邮政服务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周琦

□本报通讯员 钱果

夏末初秋，日头正盛，“江涪小邮”抖音直播间再次热闹起

来。“今天我们开播的产品依然是涪陵武陵山高山甜糯玉米，最

后 500 单，拍完就下播了！”重庆市涪陵片区邮政分公司的主播

“洁洁”“山山”语调轻快，身后大片绿色玉米叶迎风摇曳，电饭锅

里 3 个金黄的玉米正咕噜噜冒着热气，烤架上还有五六个玉米带

壳翻滚，香气似乎要从屏幕里溢出来。600 余名网友“闻香”涌进

直播间，评论区瞬间被“高山玉米的各种烹饪方法”刷屏。

武陵山玉米可能也没想到，2023 年的夏天，自己会接连半个

月被水煮火烤着出现在共青团涪陵区委和涪陵邮政共同打造的

“青耘重庆”助农直播间，还一度冲上抖音实时单小时生鲜时蔬榜

第 1 名。从 7 月底首场直播开始，涪陵邮政助农直播帮助农户销

售出 8000余斤玉米，成交额近 8万元。

回望这一个月来，武陵山玉米犹如坐了一回“过山车”。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对带着土味的农产品需

求量越来越大。武陵山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 928 高山玉米别

有一番风味，在当地被大量种植。

“928 玉米在本地也是小有名气，深受游客们的喜爱。可今年

疫情管控全面放开后，游客反而减少了许多。”6 月，武陵山邮政支

局局长何金在拜访武陵山乡石夹沟村委会时，得知该村农户种植

的玉米与往年相比销售颇为费劲。

了解情况之后，邮政开始行动了。近年来，涪陵邮政立足打

通“工业品下乡优惠购，农产品进城惠农通”双向流通渠道，在就

近的邮乐购站点设置便捷收寄点、在 10 个乡镇建立寄递共配中

心，农产品完成打包后由专车运往处理中心……这一系列组合

拳就是为了给像武陵山玉米一样的农产品搭建畅行的出村进城

通道。

除了将玉米上线邮乐网，涪陵邮政还选择了当下颇为流行的

直播带货。从 2022 年开始，涪陵邮政正式进军电商直播，打造了

“江涪小邮”官方账号，主播“涪涪”和“邮邮”每天直播，为直播间

引流，网点员工积极分享直播间，为官方账号吸引更多的粉丝。

2022 年夏天，涪陵邮政首次试水直播销售武陵山玉米，产品一度

卖到四川等地，也让团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今年，邮政直播更

是在“武陵山玉米出山”中大放异彩。

玉米属于时令农产品，品质管控至关重要。前期，武陵山邮

政所负责人陈俊潼到石夹沟村进行初选，再交由涪陵片区分公司

渠道部进行品质把控。直播的前一天，渠道部副经理胡海勇再次

走进石夹沟村的玉米地，反复叮嘱种植户：“要保证客户收到的玉

米都是新鲜的，一定要现摘现发。”如此，才有了这次让客户满意、

前后反复进行 6次带货的连场直播。

直播结束，接力棒交到了物流环节。何金带领支局员工在打

包现场忙碌起来，他小心翼翼又无比熟练地装箱、打包。他说：

“产品卖出去了，最后这个寄递环节可不能出问题，要让客户获得

最好的体验。”为了这娇嫩的玉米，涪陵区寄递事业部协同配合，

启动运输专线。每次直播后，由专车专人将直播销售的玉米统一

运往处理中心发运，缩短处理时限，保障玉米新鲜度。

看着装满玉米的邮车沿着蜿蜒的乡村道路逐渐远去，何金舒

心一笑。8000 余斤玉米已全部打包发走，也宣告了在邮政直播间

上架的武陵山玉米已售罄。

“我是湖北邮政驻村工作队队长鲁先斌。现在带

大家一起看看坝溪河村的高山土豆和这里的自然生态

环 境 ……”初 秋 之 际 ，在 湖 北 省 邮 政 分 公 司 的 帮 扶

村——十堰市竹溪县泉溪镇坝溪河村，十堰市邮政分

公司组织的“走进坝溪河，探寻坝溪山宝”土豆开挖节

直播活动如约而至。

“我来这里两年了，当初看到这么好的高山土豆没

处销，村民只能拿去喂猪，格外心疼。于是，我们在去

年组织了第一场直播活动，通过邮政电商将‘坝溪山

宝’带出深山。”湖北省分公司驻坝溪河村工作队老队

长黄文祥介绍道。今年 4 月，黄文祥又联系了十堰市

分公司，相约在土豆成熟时，再组织一场直播活动，拓

宽坝溪河村高山土豆的销售渠道。

今年 7 月，面临省直机关驻村工作队轮换交接，黄

文祥将到任返程时间一推再推，只为等待坝溪河村的

土豆成熟出窝。为了这场直播，他准备了很久，就是希

望自己能为推介驻村地的山里宝贝再尽一份力，也希

望能在两任队长的接力下，将“坝溪山宝”的品质和味

道传承下去。

此次直播，十堰市分公司邀请“汉江网络”平台一

起，将“湖北邮乐”、“十堰邮政 为民邮选”抖音号、“邮政快包寄递”

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的直播间开到田间地头、农户家里和扶贫车

间，让粉丝通过直播镜头领略坝溪河村的自然风光，了解邮政电商

助农的务实举措。当天的直播活动，共吸引 1.3 万名网友在线观

看，销售土豆、土蜂蜜、竹溪茶、农家腊肉等“坝溪山宝”1977 单，销

售额达 4 万元。这场直播还为湖北邮政赢得“邮乐直播打榜赛”奖

励，是湖北邮政在邮乐平台上首次获此殊荣。

直播活动期间，湖北省分公司驻村工作队还组织附近乡镇的

村干部和村民，开展农村电商培训，手把手教村民选品，近距离观

摩直播带货活动，学习掌握更多的农村电商知识，增加他们从事

“新农活”的兴趣和技能。

得知直播间的销售业绩，黄文祥很是欣慰，终于可以安心地返

程了。“驻村干部是乡村振兴的先锋队，是党在基层的‘形象代言

人’。只有发挥好驻村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才能推动乡村产业、

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我将握紧乡村振兴的‘接力棒’，

努力向群众、向组织、向自己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湖北省分公司

驻坝溪河村工作队新任队长鲁先斌表示。

□雷红英 马林 李东梅

高山玉米坐了回“过山车”

﹃
坝
溪
山
宝
﹄
下
山
记

脆李飘香富了一方百姓
——四川宣汉县分公司电商赋能特色产业发展侧记

嘉兴邮政：惠农共富有妙招

客户在嘉田四季农品馆选购商品。 □虞玲华 摄

村民参与分拣、装箱等工作，分享脆李项目的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