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刘秀平

2016 7 14
四

六月十一

10492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郭
杰）7月13日，由省商务厅主办，省
电子商务促进会承办的2016山东农
村电子商务峰会在济南召开。中国
知名电子商务平台商、电商行业专
家等近500人齐聚泉城，就如何做好
农村电商，农产品上行现状及存在
问题等进行了探讨。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
究 中 心 主 任 汪 向 东 介 绍 ， 近 年
来，中国农村电商发展的态势处
在一个高速增长的层面，中国政
府对农村电商的高度重视和企业
等各类主体的纷纷参与，形成不

同合力推动农村电商的发展，由于
政府重视和企业等各类主体的参
入，让中国农村电商的市场覆盖面
快速扩展。

“中国农村电商的发展，早已
突破了‘一地一城’的局部市场，
开始面向全中国布局。”汪向东举
例说，像山西的乐村淘、总部在深
圳的淘实惠等曾专门聚焦于农村做
电商的专业平台，已经慢慢地走向
全国的舞台。还有阿里巴巴、京
东、苏宁等大的电商平台，都在发
力农村电商。

“农村电商的发展已经从‘早

盘步局’进到‘中盘绞杀’的新阶
段，其核心业务已不再仅仅是发展
网商、做可交易、可征收的线上交
易，而是瞄准农村电商、农村流通
所存在的深层绍说，比如人力、物
流配送、营销等等，瞄准这些农村
流通中间的深层痛点，围绕着落地
服务体系开始发力，沿着前端的交
易，向着产业链的更深处延展。

省政府副秘书长魏华祥介绍
说，山东省农村电子商务呈现日新
月异、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2015

年全省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1 . 8万亿
元，同比增长32%；网络零售额达

到3500亿元，同比增长35%。全省电
商平台3000多个，阿里巴巴平台活
跃用户2200多万，居全国第四。农
村电子商务发展迅速，农产品电子
商务销售额达到400亿元规模，增长
30%以上。2016年，我省农村电商交
易规模将超过400亿元。但是，也必
需清醒地看到，农村电商交易中，
山东省的网购大大高于网销，存在
较大的贸易逆差。

魏华祥指出，山东省农村电商
的发展既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
也面临着不少挑战。他说，山东特
色农产品丰富、农产品出口占比

高、地标产品数量多，但农产品生
产组织化、规模化、标准化程度较
低，可溯源体系品质保障体系不健
全，有市场影响力的品牌少，产品
缺乏竞争力。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
要加大力度，推动农产品上行实
践，注重整合优势资源和特色产
品，促进线下产业与电商平台有机
结合，引导农业主题开展产销对
接，着力解决物流、人才，加大力
度创新金融产品服务，吸引更多农
户投身电商创业，建立完善的农产
品电商服务体系。

2016山东农村电子商务峰会提出，业务发展完成“早盘布局”后———

农村电商步入“中盘绞杀”阶段

农村大众报菏泽讯 （记者马
磊）7月13日，农村大众报发起的
社会主义新农村学习工程(简称村
学工程)在牡丹区李村镇魏楼村正
式落地。100多位村民，听了村学
工程牡丹区第一课：以“做好父
母”家庭教育为主题。

该村村民魏学永订阅农村大众
报已经有十几年了，他平常以经营一
家乡村便利店为生。今年1月份，他
从农村大众报上看到村学工程的消
息后，便第一时间报了名。如何把
大家聚起来，学习什么内容呢？魏
学永说：“4月份，我在农村大众报
的教育版上看到咱农村大众报组建
的‘做好父母’微信群，于是我就对
来买东西的顺便说说。”

通过家庭教育这个突破口，魏
学永真把大家聚了起来，由他发动
加入微信群的村民从最初的两三个
发展到50多个。平时村民们碰面，
聊的也是父母如何教育孩子的话
题。线上学习总觉得不过瘾，魏学

永把主持农村大众报做好父母群的
记者魏新美邀请到了村里讲课。活
动现场很火爆，本来准备了60多个
圆凳，结果没报名的村民来听课
了，邻村的村民也来听课了，还有
群友从县城跑了70多里地来听课，
最后聚了百余人。

“你给孩子和睦的家庭了么？”
“希望孩子做到的事情，你能以身示
范 么 ？”“ 你 了 解 自 己 的 孩 子
吗？”……课堂上，魏新美的讲解，赢
得了阵阵掌声。在“线上”微信群里
的学习“明星”——— 网名为海洋深度
的魏合民也登台做了典型发言。

讲座结束后，魏学永接过了“社
会主义新农村学习工程学习小组”的
牌子，成为魏楼村村学工程学习小组
的组长。“农村大众报是我们学习小
组最好的学习材料，下一步我们的目
标是将魏楼村打造成为农村大众报

‘读报用报’专业村。”魏学永说。
右上图：现场授牌（右为魏学

永）。右图：讲座现场。

本报“村学工程”
在牡丹区落地开花
100多位村民学习怎样“做好父母”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石
鹏志）记者从省畜牧局了解到，截至
目前，山东省已有8家种猪场入选国
家核心育种场，位居全国前三位。

“品种”是制约养殖产业发展
的“牛鼻子”，特别是生猪产业，
完善的生猪良种繁育体系，是这一
产业良好发展的关键措施。山东省
畜牧总站站长李有志介绍，山东有
8家种猪场成为国家核心育种场，
强化了山东省现代种猪品牌。目前
全省已有一级种猪场67家，二级种
猪场312家和多家大型商品猪场，
大于30头规模的猪人工授精站131

家。
据了解，山东省种猪育种管理

信息平台近期投入使用，目前共有
30家育种企业每月往平台上报送数
据，建立了拥有在群纯种母猪30138

头、公猪2641头的育种核心群。
由于我省种猪资源丰富，生猪

遗传改良成效显著，极大地促进了
山东养猪业良好发展，2016年山东
省仅生猪调出大县就有54个。“山东
已成为我国重要的种猪种源地之
一。”省畜牧总站站长李有志说。

近几年，农产品价格屡屡出现
大幅波动，“蒜你狠”“姜你军”等现
象并不鲜见。一部分人囤货居奇赚
得盆满钵满，但更多的人，尤其是种
植养殖户，难以踩准市场的变化曲
线，市场好坏都赚不到钱。按说，订
单农业作为一种在发达国家广泛应
用的农业生产销售模式，可以有效
对冲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但是情
况并不尽如人意。

7月6日，《人民日报》专门刊文反
映了目前订单农业存在的问题。记

者调查发现，订单农业在实际运行
过程中，因为部分农民契约意识差、
恶意违约而变得难以推行，这反过
来又伤害了商户和农民。“别人多出
一两块钱，大多数农民就不会再履
行承诺，转而卖给其他商贩。”

然而，恶意违约的责任应该完
全由农民承担吗？任何合约的签订，
订单中最关键的收购价格本应是双
方讨价还价多轮的结果，而据记者
了解，现实中农民却没有多少发言
权。还有一些合约是由当地政府从

中牵线签订的，政府出于招商引资
的目的给企业提供了很多优惠，但
是农民的利益却被放到了第二位。
农民对于这样一份合约，自然没有
多少守约的决心。

我国大部分农民依然处于低收
入阶段，一年到头挣来的辛苦钱要
用来支付全家的开支。强制要求农
民放弃这笔收入来遵守契约，也不
太现实。

况且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有不
少企业或商贩也存在违约的状况。
有收购商跟农民定了明年1块钱来
收，结果行情不好，第二年收购人的
影子都没见到。还有看农产品滞销，
忽悠农民说帮忙卖，先把产品拉走
却再没回来给钱的等等。在这种情
况下，还能要求农民有契约精神吗？

不可否认的是，订单农业作为
以销定产的重要手段，对稳定农产
品价格、确保农民合理收益、抵御
市场价格风险具有积极的作用。要
想真正将这种好的模式推广开来，
必须保障订约双方利益，尤其是必
须首先保障农民的利益，增加农民
收入。

笔者认为，有以下两个方向可
以尝试推进。首先是让农民抱团发
声，通过合作社等形式，引入专业律
师，与企业公平谈判，体现农民的权
利。这样不仅仅有利于农户，对于企
业来说，与合作社打交道，无论是谈
判还是维权，都容易得多。毕竟合作
社的违约成本要比单个农民高多
了，合作社中的社员因为形成了利
益共同体，自然会对违约有所忌惮。

其次就像人民日报报道中提到
的和润森公司，与农民商定保护价，
市场价低时以保护价收购；在市场
价高于保护价时，就随行就市。这项
条款看似对公司不太公平，实则不
然。若收购价达不到保护价，农户亏
钱，第二年的种植量必然大跌，收购
价飙高，公司损失更大。另外也可成
立专项补贴或引入保险，在市场价
格波动太大时对公司或农民进行补
贴，进一步降低风险。

注重农民利益，才是真正的“契约精神”
农村大众报评论员 张超

百年墙皮老房土，
庄稼吃了劲如虎。

冷粪果树热粪菜，
生粪上地连根坏。

我省8家种猪场

入选国家核心育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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