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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上行，致使企业难以做大做强。

二是当前农村物流仍存在短板。

农村快递物流小、散、杂，乡镇站点

多为加盟、代理和承包网点，大多数

行政村没有设立快递服务点，且县级

自建物流信息平台尚未有效对接县域

内各物流快递企业，导致物流快递在

及时性、可靠性、服务水平、运输成

本方面存在短板。部分行政村交通不

便，留守人群消费能力不足，物流快

递业务量小，利润空间小甚至亏损，

导致物流快递企业下乡进村意愿不

强，使得电子商务企业难以发展。

    

记者：面对存在的短板，云南应
如何强化农产品电商建设？

彭继：一方面，建立农产品数
据库。组织农业农村、林草、旅游等

相关部门对辖区内农产品生产情况，

如规模、产量、上市时间、质量等进

行全面摸底统计，形成基本档案和农

产品数据库。同时，对库内产品进行

分析定位，包括网销模式、方向及客

户、生产认证情况等。在分析定位的

基础上，以“一部手机云品荟”平台

为载体，以州、县两级电商公共服务

中心为支撑，打通省、州、县、乡、

村五级数据渠道，全面构建产业、销

售、消费三维一体的数据库。

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农产品“网

货化”。县级人民政府要整合发改、

农业农村、商务部门的资金、项目资

源，建设、改造具有商品化处理功能

的产地仓，规范仓储、分级、包装、

预冷、检测、追溯等商品化处理流程，

提高农产品标准化水平，倒逼传统农

业集约化发展。同时，结合县域特色

农产品实际，精准筛选、开发适合网

络零售的重点产品，利用网站、社交

媒体、短视频等不同渠道展开营销。

    

记者：云南农产品想要更好“上架”
发展，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彭继：现代社会，要使产品变
为商品，就必须坚持多渠道开展产销

对接。比如，强化“一部手机云品荟”

平台及州、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

服务能力，结合县域农产品特点，加

强营销方案策划，突出活动创意设计，

加大线上直播带货、全域传播推介力

度，拓展农产品销售空间。深化与阿

里巴巴、京东、美团、苏宁易购、“832”

等电商平台合作，扩大线上销售规模。

连通大型商超、盒马鲜生、京东到家、

苏宁小店、社区生鲜超市等个性化经

营主体，推进农产品直采基地、“数

字菜篮子”工程建设，增加订单农业

比重。组织商户参加对接会、洽谈会、

展销会、采购会等各类产销对接活动，

提高农产品知名度。发挥省、州（市）、

县（市、区）三级东西部协作、对口

帮扶、政企合作等机制作用，建立长

期稳定的供销关系。

同时，大力培育电商市场主体。

引导和支持实体企业利用第三方电子

商务平台发展电子商务，鼓励企业内

部分设电子商务部门或成立电子商务

公司，发展自营电商业务。引导便利

店、超市、百货商场、商业综合体等

商贸企业发挥线下体验和服务优势，

加强与电子商务融合，逐步向网络展

示、到店体验、在线支付的体验式新

零售转型。引导农村个体网商向电子

商务企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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