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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数商兴农”工程，是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电商领域提出的新举措。依托乡村 e镇培育，全面构筑山西“数商
兴农”新优势，是省委、省政府助推乡村振兴、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建设市场主体集聚平台载体的一项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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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市乡村 e镇培育工作综述

11 月 13 日，绛县乡村 e 镇项目通过省政府批准，至此，全
市 13 个县（市、区）乡村 e 镇实现全覆盖，覆盖范围、培育体量
居全省首位。

自 2022 年我市开展乡村 e 镇培育工作以来，市商务局认
真贯彻落实省、市相关要求，联合市财政局、市乡村振兴局等
部门大力开展乡村 e镇培育建设工作，基本实现了市场主体提
质扩容、产业发展加速融合、快递物流网络全面覆盖、公共服
务功能优化完善、电商人才队伍发展壮大、典型示范引领作用
增强的目标，有力推动了产业、主体、电商、金融、人才、技术、
文旅、物流、创新等要素科学聚集发展，“产业+电商+配套”的
可持续发展电商生态体系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新生力量。

“学习+创新” 培育进度更快了

自 2022 年 3 月《山西省培育乡村 e 镇工作实施方案》发布
以来，市商务局主动与省商务厅进行对接，了解最新政策，熟
悉申报流程，积极组织各县（市、区）开展项目申报，并联合市
财政局、市乡村振兴局等部门认真研究谋划，制订工作方案，
落实保障资金。

为确保乡村 e 镇培育建设工作高效开展，市商务局协调
指导各县（市、区）政府成立由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乡村 e
镇工作领导小组，制订实施方案，倒排工期、夯实责任，分两批
有序推动项目建设实施。

乡村 e 镇培育工作开展一年多来，市商务局紧扣《山西省
培育乡村 e 镇工作实施方案》目标要求，一方面，组织现场观
摩学习，取长补短，拓展工作思维视野，推动乡村 e 镇各项工
作全面落实；坚持每月召开全市乡村 e 镇工作推进会，掌握推
进进度，解决工作难题；赴各县（市、区）进行实地督导，掌握项
目进度；及时汇总各县（市、区）乡村 e 镇培育工作推进情况，
形成工作台账，准确掌握 28 项约束性指标和 11 项期望性指标
完成情况。另一方面，积极创新工作思路，打造全省标杆，组
织各县（市、区）按照省、市乡村 e 镇项目建设培育要求，立足
县域特色、拓展产业优势，从资金、场地、设施设备等方面给予
支持，突出亮点，打造标杆。

今年 5 月，全省乡村 e 镇工作推进会在我市召开，很好地
宣传了我市乡村 e 镇培育建设工作的亮点做法，其后晋中市、
忻州市、大同市及吕梁兴县、孝义市、岚县，太原古交市等商务
部门业务骨干、运营企业代表来我市考察学习。

截至目前，全市 13 个县（市、区）乡村 e 镇实现全覆盖，覆
盖范围、培育体量居全省首位。省级财政拨付专项配套资金
1.11 亿元，各县（市、区）政府配套项目建设资产达 1.47 亿元。
第一批 5 个县（市、区）于今年 3 月底接受了省商务厅验收考
核，整体情况优秀。第二批于今年 7 月初接受了省商务厅中
期绩效评价考核。全市乡村 e 镇培育工作累计总投资 24.13
亿元，总产值达 38.24 亿元，网络零售额 14.98 亿元，培育市场
主体 569户，吸纳就业 7372 人，上缴税收 8113.8万元。

“品牌+研发” 产业融合更深了

“‘前店’依托临猗县 20 余家天猫店、50 余家拼多多店、
1000 余家淘宝店以及不计其数的社交电商和微商，形成电商
新业态发展的‘千军万马’；‘后仓’是县域内 1000 余家中转包
装基地和 452 家涉农冷库，集聚储藏 150 余个林果品种，整合
了周边省市的时令水果资源，为全国各大电商平台提供优质
货源。‘基地’依托全县 110 万亩林果种植面积和 25 亿公斤水
果产量，严格规范品质管理，保证‘猗顿农品’品牌效应持续放
大。”在临猗县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岳匡印的介绍下，一个

“前店后仓+基地”的临猗电商模式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通过“前店后仓+基地”模式，临猗县建成县级电商服务

中心和物流中心，整合圆通、申通、中通、韵达、极兔 5 家快递
企业，实行统仓共配，农村电商服务站点在全市率先实现行政
村全覆盖。同时，建成华北地区最大的水果产业园——顺丰
晋南水果产业园，进一步提升区域物流分拨能力，形成了集种
植、加工、仓储、物流、销售于一身的生鲜电商产业供应链，达
到了成本、效率的最佳配置，产业特而强、功能聚而合、形态小
而美、机制新而活的临猗县乡村 e 镇正成为推动区域产业融
合发展的新引擎。

与临猗县不同，河津市在乡村 e 镇培育中坚持从市域实
际出发，围绕该市主导产业，加强电商与区域产业互联互通，
完善产业价值链，提升产品附加值。通过重点支持农副产品
加工业、灰陶琉璃等非遗文化产业和外贸出口工业三大主导
产业，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企业提质增效，让区域产业有品牌、
销售有渠道、运营有能力，成为牵引当地数字经济发展、推动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点。

“在培育乡村 e 镇主导产业中，我们围绕强龙头、延链条、
树品牌的思路，推出了‘河山津品’区域公用品牌，旗下包含

‘河津琉璃’‘龙门津喜’‘河津果饮’‘连伯韭菜’‘河津新材料’
5 款‘小而美’的自主品牌和网货产品，进一步推动了‘农工文
旅’融合、贯通了‘产加创销’一体化路径。”随着河津市乡村 e

镇运营企业负责人董红斌的介绍，琳琅满目、创意感十足的各
类网货产品呈现在记者面前。

在市商务局的组织协调下，各县（市、区）通过观摩学习，
立足县域特色，积极拓展产业优势，盐湖区乡村 e 镇开发了关
公文创、运城有礼、关圣红等 10 个自主品牌和 10 款网红产品，
培育市场主体达 70 个，仅冻干山楂一个单品，年销售额就达
到 3 亿元以上；新绛县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县”招
牌，将电商产业与文化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助推文旅产业快速
发展；稷山县以“稷山四宝”及超硬材料产业为基础，以电子商
务深度融合为核心，打造了具有明确产业定位、互联网技术应
用广泛的特色产业电商小镇空间平台；闻喜县依托玻璃器皿、
闻喜煮饼、闻喜山楂等特色产业，发挥桐城 e 镇在品牌策划、
流通渠道、网络销售等方面的资源优势，改良开发了晶尊、永
祥和、楂恋等 6 款“小而美”品牌，有效促进了特色产业与电子
商务深度融合……

“随着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以乡村 e 镇为代表的电商新
模式正成为牵引生产经营模式、价值创造模式转变以及产业
转型和产业融合的重要力量，并建立促进数字经济与农业、文
旅、制造业等深度融合的崭新机制。”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荆富功表示，乡村 e 镇培育工作的深入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传
统产业模式在生产制造、商业模式以及供应链方面进行加速
创新和升级，引导产业持续提升源头研发、设计、生产及物流
运输和品牌打造的基础能力，推动产品从低效率向高附加值
环节延伸，进而带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网红+服务” 农民增收更稳了

“少吃肉来多吃菜，今天我把大葱卖。咱这个大葱真是
棒，根大叶肥长得胖。万泉大葱就是好，全身上下都是宝。没
了大葱行不通，赶紧都来买大葱……”从 11 月 15 日开始，由

“美食吃货八斤”“蓝青鲜果张琴洁”等网红组成的助销团队来
到万荣县万泉乡，已为当地 57 户脱贫户和 4 户监测户义务销
售大葱近 10万公斤。

乡村 e 镇培育工作开展以来，万荣县通过统筹完善乡村 e
镇“特”“优”产品生产、网货销售融合、电商公共服务、仓储物流
配送和休闲娱乐生活“五大功能区”，在进一步畅通农产品“上
行”和日用品“下行”渠道，让农民群众购物更快捷无忧、农产品
销售渠道更畅通多元的同时，把电商人才培育作为重点，先后
培养并涌现出了“美食吃货八斤”“桃花仙子周晓瑛”“蓝青鲜果
张琴洁”“万荣田姐田建依”“万荣网红高小花”等一大批网红。

“有别于常规意义上的网红，我们的网红‘农’味更足。比
如‘桃花仙子周晓瑛’，她本身就是汉薛镇副镇长，她之所以能
红，是因为她非常了解我们当地的产业结构，并为桃、苹果等一
些特色农产品拍摄了大量短视频，带动了当地农户增收。再比
如‘蓝青鲜果张琴洁’，可以说她一年四季天天在果园，草莓、甜
瓜、三白瓜、鲜桃、苹果、鲜柿，万荣水果不断茬，她的直播就不
停。”万荣县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崇楠说，正是在市商务局
的协调指导下，万荣县乡村 e镇始终把“数商兴农”作为培育建
设的核心，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富裕插上了“e翅膀”。

“垣曲香菇送福利啦，点‘关注’立减 3 元，刚进直播间的
家人们不要错过哦……”走进垣曲县娟娟种植专业合作社，带
货主播们行走在一个个香菇大棚里，现场向“家人们”吆喝叫
卖家乡的香菇。

在乡村 e 镇培育工作中，垣曲县以打造 10 亿级食用菌产
业集群为牵引，加快推进食用菌产业 10 个标准化园区建设，
鼓励发展小米、花椒、艾草、水产等特色产业，积极培育农产品
龙头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完善产业价值链、提升产品
附加值的同时，也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就业岗位和增收渠道。

“目前，我们 6 个食用菌标准化产业园已经建成投用，食
用菌产业综合服务中心一期正式投用，通过菌种培育、研发，
菌棒生产，食用菌种植、加工及销售这一全产业链，可增加就

业岗位 500 余个。”垣曲县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侯锐波表示，
在乡村 e 镇培育工作中，垣曲县用好用活乡村 e 镇资金，积极
发挥乡村 e 镇的孵化、培育作用，新培育电商主体 12 家，带动
电商就业人数 246 人，在为电商产业提供人才支撑的同时，也
让更多的群众找到了增收致富的新途径。“这边是临猗县网络
零售额 1 月至 8 月销售排名，其中御品一园目前的销售额是
2.3 亿元，年底前有望达到 3 亿元，可以说稳居拼多多平台榜
单前列。”临猗新城涑水 e 镇运营企业负责人段国锋介绍说，
依托当地苹果、冬枣、石榴、甜柿子、梨等丰富的“特”“优”农业
产业资源，在实现企业盈利、推动电商产业发展的同时，还倒
逼相关产业进行标准化生产，为农户增收提供了新渠道。

“我们电商业务能做到现在这个规模，离不开市、县两级
商务部门的精心指导，特别是积极帮助我们争取各级扶持资
金，才让我们有实力扩建了冷库，安装了选果分拣设备，提升
了储存能力，提高了工作效率，他们就是我们最贴心的‘娘家
人’。”谈及商务部门的帮助，临猗县御品一园农作物种植专业
合作社董事长赵学升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目前，临猗县御品一园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企业+
合作社+冷库+农户”的方式，推动周边 153户果农实现苹果的
标准化生产、6个冷库 60%以上果品实现线上销售，辐射带动 30
余人从事电商产业、200余名闲散劳动力实现稳定就业增收。

“特产+网货” 产品销路更宽了

“好多粉丝一直问心宝头上戴的虎头帽子，心宝也非常喜
欢这款帽子，在山西这边，为新生儿戴虎头帽有‘虎头虎脑’

‘虎虎生威’的祝福在里面，喜欢帽子的粉丝不要错过哦……”
“咱们永济是一个有味道的城市，山西刀削面便是由永济人在
外开饭店后带到了全国，所以今天给粉丝们推荐这款牛肉酱，
满满都是食欲……”“咱们惠畅土布，都是织布工人用织布机
手工织出来的，它冬暖夏凉，透气性好，亲肤不刺激，非常适合
睡眠浅的人，而且它很耐洗，多次洗涤以后质地会更软……”

11月 11日，在由永济市乡村 e镇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和永济
市惠畅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 2023“晋情消费，乐购蒲
坂”“双十一”助农助企直播活动中，特邀的头部网红“湘妹心
宝”化身永济市“特”“优”农产品推广大使，与永济市乡村 e镇电
商主播、非遗传承人等集聚直播间，掀起网络销售新热潮。

“从下午 2 点 25 分开始，持续到晚上 8 点 50 分，长达 6 个
半小时直播过程中，我们的直播人员积极促单，保持高强度产
品输出，直播间一直维持千人浪潮，最高同时在线人数达
6000 人，累计观看人数超 40 万人次，直播间成交 8 万余单。”
永济市商务局党组书记赵泽涛介绍说，“按照市商务局的要
求，我们以解决‘农产品上行问题’为核心，每月召开工作推进
会，协调解决工作困难和实际问题，依托永济市乡村 e 镇，突
破空间、地域限制，为优质农产品上行提供了新载体和新通
道，实现了‘特’‘优’农产品的高效流通。”

“作为全省的‘粮袋子’‘果盘子’和‘菜篮子’，运城有着丰
富的‘特’‘优’农产品资源。立足这一优势，在乡村 e 镇培育
过程中，我们依靠乡村 e 镇联通上下游产业链，通过电商营销
与物流运输将县域产业同市域、省域乃至更广阔的范围联系
起来，着力畅通县域产品上行‘最初一公里’，破解乡村电商发
展中‘好货难出村’的经营困境，使‘特’‘优’农产品发展更具
效能。”荆富功说。

在这一理念的加持下，绛县聚焦“三红”果品（樱桃、山楂、
草莓），投资 2 亿元打造绛县乡村 e镇，构建以特色农产品为主
的电子商务体系，引领带动当地农业增效、农村发展、农民增
收；平陆县在淘特、抖音等电商平台建立农产品特色馆，将平
陆玉露香梨、苹果、猕猴桃、百合、牛肉、冻干山楂等优质产品
纳入其中，打造特色品牌，以优质产品推动电商产业快速发
展；芮城县对“芮州仙果”区域公共品牌进行优化升级，开发出
天枣庄园、洞宾仙果、芮华阳等 5 款“小而美”自主品牌和“鸿
天”金丝皇菊胎菊、“康寿”槐米茶等多个系列网货产品；夏县
通过乡村 e 镇构建起仓配一体的统仓共配体系，带动“夏鲜”
蔬菜、“夏乐”西瓜、胡张油桃等特色农产品上行……

“在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蓬勃发展的双重背景下，‘数商兴
农’工程不仅是对农业农村经济的数字化改革，更是对整个农
业农村经济的产业生态链重构，对推动乡村产业、文化、人才、
生态和组织振兴，以及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具有划时代意
义。”荆富功表示，乡村 e镇的培育建设，一方面把运城“特”“优”
农产品卖出去，把运城需要的农资商品买进来，为农民创业致
富提供新的方向，使手机成为新农具、电商成为新农技、数据成
为新农资、直播成为新农活、流量成为新农产、网红成为新农
人、“e镇”成为新农校。另一方面，通过数字经济新理念，改变
了传统的县域经济发展理念，搭建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农村
经济发展新格局，优化和重构了农业农村经济社会资源配置，
为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助力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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