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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开启湖南特色“互联网+”精准扶贫新模式

电商扶贫关键词：大数据+品推+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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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分析助力精准扶贫

在会上，58农服CEO黄
志光详细介绍了益村平台的
精准扶贫系统。他说，由58农
服开发的益村平台是58农服
为满足广大农民生产、 生活
需要而搭建的农村互联网信
息服务APP。 老百姓可以通
过“益村”，了解村务公开、惠
民政策、查询补贴;可以办理
低保、宅基地审批等100多项
政务服务； 也可以进行土地
流转、 农产品销售、 二手转
让;还可以找工作、挂号、买
车票、顺风车、征婚交友等。
让农民办事更顺心、 就业更
称心、生活更舒心。

对政府而言，“益村”是
帮助政府实现信息公开、服
务转型的载体， 完善政务下
沉、 基层治理的工具， 包含
镇村政务服务、 基层党建、
精准扶贫三大系统和镇村
招商、镇村资产管理(含土地
流转交易)、新型农业主体服
务三大平台。 其中， 精准扶
贫系统贯穿贫困户精确识
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帮
扶成效评价、意见反馈、大数
据分析等整个扶贫全过程。
第二阶段， 还将为贫困村、
贫困户开发电商扶贫、 培训
扶贫、就业扶贫的功能，为农
村提供电商培训和销售渠
道， 为合作社提供产业对接
平台， 为村民提供就业培
训，对接就业岗位。

总体而言， 精准扶贫系
统可实现全省、 全市贫困户
信息的全面、准确统计；对扶
贫项目的全面公开、 监督管
理； 对扶贫过程进行有效跟
踪、 管理以及提供各类扶贫
解决方案； 对扶贫结果进行
实时查询； 为扶贫工作的更
进一步开展积累有效的基础

数据， 为全省市扶贫的大数
据趋势分析奠定良好的基
础。在论坛现场，58农服CEO
黄志光还表示， 益村平台精
准扶贫系统将免费提供给益
阳市政府使用， 并在现场赠
予益阳市扶贫办。

做好生产者与消费者链接

近年来， 随着电商不断
发展壮大，尤其是微商崛起，
商品到达消费者手中的时间
和空间极大缩短。 这一点实
际上在精准扶贫方面也可以
充分运用。

湖南供销电子商务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曾鸣在论
坛上表示， 互联网电商与农
业合作好处多：第一，互联网
易迅速让农产品形成自己的
品牌， 因为完全走网络的农
产品， 往往是层级比较高
的， 质量好一点， 适合远距
离运输。 第二， 电商可以让
当地农产品实现点到点，端
到端， 直接实现生产地和消
费地连接。

曾鸣以怀化地区冰糖橙
为例，他介绍，去年在怀化几
毛钱一斤， 甚至挂在树上没
人摘， 因为摘橙子成本比卖
价还要高，看到这种情况后，
今年省供销电子商务联合了
长沙市电商协会几家大的电
商， 一起建立湖南冰糖橙产
业扶贫发展联盟， 携手一起
宣传湖南的冰糖橙， 通过淘
宝、 快乐购以及苏宁易购合
作，很快卖完了，目前当地的
冰糖橙价格已卖到3元一斤。

在曾鸣看来，上述案例
不仅说明了互联网电商不
仅可以提升农产品的附加
值，关键是实现了生产端与
销售端的连接。 他认为，在
互联网时代，做好生产者与

消费者的链接，不管是苏宁
还是微商，都是通过把产品
与消费端直接连接起来。除
了电商以外，他们还通过线
下活动，实现上述两个端的
链接，他们创建一个村博会
的模式，组织城里消费者到
村里来看看走走，并顺便购
买农产品。

用大数据养猪，利润增加

在湖南， 养殖业是解决
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手段之
一，因为养殖业是最直接，扶
贫效果也是最快的方式。那
么， 互联网又可以如何对接
养殖业？

北京农信互联科技有限
公司猪交易总监宋亚东表
示， 他们于2013年建立猪联
网系统，在湖南地区，主要是
与湖南养猪协会合作， 他们
通过猪联网管理系统， 进行
大数据监控后， 一头母猪一
年可以提供27头出栏的肥
猪， 而普通的养猪户最多只
可以做到18头。

另外， 猪联网的猪商城
“猪交所”把农业合作社与有
采购需求的企业联系起来，
撇开中间经纪人或者中间
商， 从而把收购生猪的价格
提升一点， 至少可以给养猪
户带来一头猪20-30元的利
润空间。

降低养殖成本， 利润空
间增加， 通过互联网获得更
多的销售渠道，销售得更好。
通过互联网把合作社与厂家
链接，直接采购。此外，猪联
网还推出了公司+养殖户的
模式， 类似于沿海企业的来
料加工模式， 农户一天只需
花两到三个小时。 这样的模
式能够很好地带动贫困户的
脱贫。

打造农民网红促销农产品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推动精准扶贫不仅仅要投入资
金发展产业， 推动当地农产品
销售出去，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同时， 也应该让当地的农民学
会如何致富， 如何利用致富的
工具， 比如运用互联网的手段
来脱贫致富。

针对这一点，湖南苏宁云
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斌介
绍了苏宁云商在湖南做的一
个案例。 湘西永顺县的猕猴
桃， 以前当地价格非常低1元
还卖不出去，苏宁云商与盘古
电商打造猕猴桃电商新玩法。
把猕猴桃卖到8-12元一斤，
线上对品质要求很高，把当地
土生土长的农民培养成网红，
教他们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比
如微信微博影响周边的人，从
原来几单到后来每天几百单
的销售，100万斤以上的猕猴
桃， 价格卖到将近10元一斤。
湘西州很偏僻， 交通不发达，
没有工业， 全靠农业支撑，通
过互联网解决了，就可以卖到
千家万户。

他还建议，安化黑茶，有很
多品牌， 最终还是打着安化的
地理标志， 通过安化黑茶带动
其他产业的发展， 通过互联网
平台开发更多产品。目前，苏宁
易购正在安化打造一个黑茶产
品，即将芙蓉山的茶打造成茶，
但又不是茶， 而变成一种健康
饮品， 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情感
纽带。

据孙斌透露，就这一模式，
他们此前在十八洞村已有过成
功案例。 比如在十八洞村卖土
鸡蛋，把鸡蛋做成礼物，送给老
婆，送给丈母娘的礼物。苏宁有
很多产品都可以打造成情感产
品， 不管通过互联网还是实体
店都可以更好地销售。

将互联网当作农产品品推工具

当然，互联网并不是万能的，发展农
业，推动精准扶贫，不能完全依赖于互联
网。就这点，多位嘉宾都认为，不能完全
拥抱互联网， 而是要合理运用互联网这
个工具，来发展农业，实现精准扶贫。

在论坛上，湖南湘姜姜业食品科技
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晓明，即以他的
亲身经历说明了上述观点。2015年11月
29日他第一次接触生姜，当时在双牌县
看到当地生姜滞销很严重，便随手发了
朋友圈，在一个月时间内，他帮助当地
农民销售了8.9万斤生姜。互联网不能完
全依赖它，你可以当作一个工具，根据
实际情况来运用它。

据黄晓明介绍，在成功在朋友圈卖
出近9万斤生姜后，他于2015年12月，牵
头成立了双牌县利民生姜种植专业合
作社，今年3月，成立了湖南省湘姜姜业
有限责任公司，以发展湘姜产业、践行
精准扶贫为己任， 致力于湘姜的标准
化、品牌化、产业化、证券化。

立足资源、因地制宜，结合湖南多山
地丘陵的地理特点， 提炼了区别山东大
棚姜的“生态山姜”的品牌定位，注册了
“湘姜”、“湘牌山姜”商标；围绕产业链打
造， 先后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亚健康干
预技术实验室、湖南省农科院、湖南省教
育后勤生活物资联合采购中心、 广东省
湖南商会湘菜专业委员会、 索菲亚国际
美容机构、台湾蒸烩煮食品集团、自驾友
网等组织机构缔结成战略合作伙伴。

采取“公司+基地+农户+客户”模
式，从产地选择、品种优化、规范种植、
物流直达等节点发力，再辅以产品溯源
系统，确保产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

“一县一站、一村一社”精准扶贫

对于农村来说， 好的产品并不匮
乏，销路实际上也有，但制约他们进一
步发展壮大的最大瓶颈就是物流方面
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湖南农商通电
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监徐文峰
给出了解决方案。

据他介绍，农商通公司通过“一县
一站、一村一社”电商模式，实现精准扶
贫。一县一站旨在整合县域当地传统商
贸流通企业，整合物流，实现订配分离，
节省运行成本，改善贫困县流通企业经
营困境， 帮助提升盈利及生存能力，促
进县域经济发展;“一村一社” 旨在打造
工业品下乡、 农产品上行双向通道，使
贫困地区老百姓既能便捷采购到质优
价廉的优质工业品，又能将当地农产品
通过网上平台销售到其他区域，同时兼
具乡村快递物流中转功能，服务站所开
设的业务能切实增加贫困村民收入。

截至2016年11月底，公司在全省已
开拓县域站点37个、 村级服务站700多
个。 坪子寨村级服务站于4月27日由省
商务厅徐湘平厅长亲自揭牌上线。服务
站寄托了商务厅及农商通公司对坪子
寨村民依托电商脱贫致富，奔向幸福生
活的美好愿望。

物流

2016年12月28日，
益村“互联网+精准扶贫”
安化高峰论坛举行，数十
位农村互联网专家和湖
南省农村互联网企业负
责人现场分享互联网扶
贫经验，共同探讨新形势
下的“互联网+精准扶贫”
模式。

近期，国务院扶贫办
专门发文，要求做好扶贫
开发信息系统推广使用
工作。 由58农服开发的
益村精准扶贫系统应运
而生，并在益村“互联网+
精准扶贫”安化高峰论坛
上宣布正式上线。

12月28日，益村“互联网+精准扶贫”安化高峰论坛举行。

■记者 黄文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