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2月7日 星期一

编辑：陈秀云 E-mail：ncdzzbs@163 .com

邹城市深入捕捉新时代背景下
电商发展风向，瞄准直播带货、数
据挖掘、文旅融合等热点领域，实
现传统网店迭代升级，推动电商生
态相互赋能、互融互荣，深挖国
内、国际两个市场，力促消费升
级，助推经济复苏。

借力“数据+”，激活电商
产业聚宝盆

邹城市积极加强同电商行业龙
头企业和领军企业的合作，深入推
动电商产业与云计算、大数据、物
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业态
深度融合发展。

一是服务商业。京东云鲁南数
字经济产业园是邹城市招商落地的
重点项目，将建设云计算大数据服
务基地、电商产业运营中心等配套
项目，计划利用3年时间，打造省
级或国家级的数字经济产业园。京
东云推出的大数据服务平台能够对
京东大数据进行分析研究，挖掘不
同行业的敏感因子，提取合成不同
行业的观察指标，从而帮助邹城电
商企业把握区域产业定位、精准掌
握用户需求，更有针对性地开展营
销决策等方面的工作，提升竞争
力。目前，已入驻企业60家，今年
已实现销售收入1 . 1亿元，预计2021

年实现销售收入5亿元。
二是升级农业。邹城市建设了

京东云智能农场数字乡村可视化监
测管理平台，该平台充分整合应用
物联网、区块链等农业领域成熟技
术，实现生产和监管数字化，涵盖

农业生产监测、农业资源管理、种
植生产监测、农业气象服务等多种
功能，精准服务涉农企业。中心店
镇是中国绿色生态草莓之乡，草莓
盛产季日产3万斤，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年初销售成为最大难题，
为纾解广大种植户困境，依托电商
平台搭建“农户+社区+客户”销售
模式，通过手机App等方式下单，
探索网上订单无接触配送，草莓从
农民“果园”直达市民“果盘”，
在疫情防控形势下销售草莓60多万
斤，实现了产销两旺的“逆袭”。
下一步，将在邹城蘑菇小镇选取蘑
菇大棚样板点及中心店镇葡萄大棚
打造京东云智能农场，通过农产品
上行与直播活动打造邹城特色农业
品牌，建设京东邹城农业特产馆线
上店铺，助推邹城打造乡村振兴齐
鲁样板示范市。

三是赋能工业。成功举办第一
届、第二届中国工业电商大会，千
余名专家学者、行业翘楚、商界领
袖齐聚邹城，力助工业电商产业创
新发展。推动京东云与山能集团、
中心机电产业园内工业企业合作，
借助京东集团云计算、大数据、物
联网等技术优势，推动相关企业打
造的煤炭现货电子交易平台、中国
机电装备网、中国煤矿运输网、中
国光缆交易网等一批工业电商平台
借势升级，打造以技术和大数据为
驱动的一站式采购销平台，盘活供
应链、生产链、销售链。中国最大
的跨境B2B全球本土化服务平台，

大龙网龙工场跨境电商产业园项目
落户邹城经济开发区，将尽快打通
“一带一路”66个国家100个城市的
国际贸易跨境电商渠道。

谋篇“文旅+”，打造电商
产业新业态

邹城市与京东云深度合作，加
速推动“文旅”“电商”深度融
合，逐步构建以旅游目的地为核
心，以文化、娱乐、游学、电商等
周边产业为组成的文旅大消费产
业。

一是打造孟子故里母亲节IP。6

月18日，2020孟子故里母亲节IP、
文创产品发布会在邹城举行，全新
的 I P形象以孟母及孟子为设计原
型，将历史人物与现代设计有机串
联，重现传统文化的儒家内涵。借
助该 I P，邹城市将打造动态产业
链，招引文旅、母婴、生活用品等
周边企业集聚，形成邹城新经济发
展产业生态圈，目前，京东云（鲁
南）数字经济产业园产业集聚态势
初步形成。二是创新孵化各类文旅
产品。发布“仉盟人”文创品牌，
推出一系列贴合孟子思想、母教文
化，极具传统艺术美感的文创作
品，覆盖了商务礼品、新文房四
宝、长辈礼品、家纺软饰、生活用
品等9大品类，进一步丰富“母教
文化”品牌传播的文化内涵。同
时，在京东商城开设“邹城文旅旗
舰店”，上线孟府家酒、孟子文化
套尺、孟母教子木雕像、孟府工坊
系列面塑等一系列邹城文创产品，

通过京东零售营销推广，吸引3亿
活跃用户转化为潜在消费者，带动
旅游消费提升。三是文旅融合发展
走向深入。进一步借助京东集团资
源，依托邹城文旅品牌开发动漫衍
生品，开展女装跨品牌合作；在建
设邹城文化旅游大数据中心、智能
化文化旅游监管平台、游客智能服
务平台、“一机游邹城”小程序等
邹城智慧旅游一期项目的基础上，
继续建设文旅大数据监管平台二
期、游客智能服务平台二期，打造
邹城文旅产品分销平台，牵引落地
京东商城文旅板块结算中心。

布局“直播+”，勇做电商
产业弄潮儿

邹城市紧跟“直播带货”热
潮，顺应时代潮流，大力推动“直
播+电商”产业发展。

一是举办直播产业节，助力邹
城品牌传播。携手京东集团直播平
台，共同打造“邹游孟里，云享好
货”京东邹城618直播产业节。线上
结合京东618大促，采取“网红”站
台模式，在线推荐邹城特产好物，
累计全网在线观看量将近683万人
次。线下直播，通过企业负责人参
与直播，代言本地好物，仅第1场
观看量就达到162万人次，四场直播
累计观看量达到了349万人次。赵庆
丰牌香菇酱，友和金针菇、综合什
锦以及乳酸菌等邹城品牌产品得到
宣传推介，实现了聚人气、增销
量、树品牌。

二是鼓励企业直播带货，助力

邹城产品上行。山东妮妮红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是依托邹城樱桃自主发
展起的本地电商企业之一，公司累
计网上销售邹城大樱桃52万斤，实
现销售收入2000余万元；在今年邹
城大樱桃全国产销对接会上，该企
业抢抓“电商+直播”风口，邀请
4 0余名网红主播为邹城大樱桃代
言，突破疫情带来的不利因素，仅
一下午就实现大樱桃销售3万单，
销售金额达180余万元。山东光头李
记食品有限公司依托邹城土豆、地
瓜、草莓等种类丰富的农业资源，
引进先进的VF（低温真空油炸）、
FD（真空冷冻干燥）工艺，逐步发
展出50余种蔬菜、水果脆片产品。
为打响品牌影响力，该企业组建了
8人的电商团队，培养两名“网
红”，定期为企业直播带货。目
前，在部分脆片产品细分领域，该
企业品牌已具有很强影响力；2019

年“双十一”期间，该企业实现电
商销售收入600万元，2020年全年销
售收入预计达1亿元。

三是大力发展配套产业，夯实
直播电商基础。依托成功招引的颐
高数字经济产业园项目，与阿里旗
下客户体验事业群团队达成初步合
作意向，拟引进阿里巴巴集团“客
服县”项目，为下一步邹城与阿里
集团深入合作打下坚实基础。同
时，借助颐高杭州总部资源力量，
大力引入在杭州已经十分成熟的电
商直播、创意策划等完整的电商产
业链条，助推邹城电商产业转型升
级。依托山东琳哒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大力开展“直播+电商”教育
咨询及培训工作，内容涵盖直播电
商基础理论与平台解析、直播带货
基本话术与流程、电商直播技巧与
带货实操，增强邹城电商从业者业
务能力，提升线上直播带货水平，
培育邹城“网红主播”；截至目
前，已培训100余人次。

12月1日，邹城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五场开标会正在进行，可开
标现场却冷冷清清，不见投标人，
只有几位评标专家。

“这是我们创新的‘不见面开
标’模式。”邹城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副主任李亮笑着说。何为“不
见面开标”，简单地说，就是让投
标人足不出家门即可完成招投标所
有流程。

实际上，“不见面开标”仅仅
是邹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流程再
造、优化链条式服务的一个方面。
今年以来，该中心深入贯彻落实
“放管服”改革精神，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创新举措，着力解决难
点、堵点和卡点，全面推动公共资
源交易迈入数字时代。

企业成本大大节省

今年1月初，当邹城市建筑安
装工程总公司经理朱宁正为办理招
投标材料发愁时，他可能没想到，
仅仅两天后，一条来自邹城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的短信通知让他喜出
望外。短信的内容很多，但总结为
一句话就是——— 以后招投标不用再
跑腿了。

可人不到现场，如何进行招投
标 呢 ？ 邹 城市的 办 法是一 切 从
“简”，全部上网，人在家中坐即
可全程参与招投标。

办法是好，但要看如何实施。
邹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设工程
交易科科长李广坡介绍，投标人只
需要登录邹城市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就可以在线查看招标公告、下

载招标文件、递交投标文件、查看
中标结果、领取中标通知书和签订
合同，从而实现了招投标低成本、
高效便捷和“零跑腿”。

为了保证企业能第一时间了解
到相关招投标项目信息，邹城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继续沿用了短信
“叫醒”服务，提前对各个企业进
行逐一通知。

同时，为了方便企业参与招投
标，邹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在邹
城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开辟“不见面
开标大厅板块”，在不到一年的时
间里，累计制作发布了包含4大类13

项的相关招投标模板，供企业免费
下载使用。

“和传统的招标模式相比，
‘不见面开标’有一个最大的优
点，就是每年可为我们企业降低十
几万元招投标成本。”常年进行投
标的企业经理张良，对于“不见面
开标”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
为，“不见面开标”步骤严谨，操
作简化，整个流程时间比以前大大
缩短，更主要的是为企业节省了一
大笔开销。

“不见面开标”打破了传统开
标模式对人员、时间、场地的限
制，解决了企业投标成本高、企业
需提前到达开标现场等问题，实现
了“投标不跑腿、交易不见面”。

截至目前，邹城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共完成了168个不见面招标采
购项目，采购金额42 . 79亿元，累计
为企业节省成本965万元。下一步，
邹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还将开发
手机App，让招投标随时随地都可
以进行。

全省首创“数字见证”

一直以来，对进入交易平台的
公共资源交易项目提供“见证服
务”，是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一项
基本职能，也是招投标现场管理的
主要工作。但如何才能有效地实现
全方位、全过程见证，是摆在各级
交易中心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邹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副主
任李猛介绍，传统的见证服务大多
实行“人盯人”“一人一标”现场
见证模式，这种模式存在着诸如人
力资源浪费、不利于专家信息保密
等诸多弊端。

针对上述问题，邹城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提出“物理隔离，数字

见证”的解决思路，即在评标区外
专门开辟数字见证室，同时从监控、
网络、智能化设施等方面为“数字见
证”提供硬件支持，变传统的现场见
证为借助语音和视频系统进行的
“数字见证”，从根本上解决风险
防控方面存在的多个突出问题。

曾多次参与评标的专家刘力认
为，通过信息化的手段，采取物理
隔离的方式，保证了专家在评标区
内独立评标，也保证了音频、视频
资料和见证记录信息的及时有效保
存及反馈，为行业监督提供了便
利。“邹城的这一模式从全省来看
应该属于首创。”刘力说。

据了解，邹城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数字见证”模式整合汇聚了
见证系统、监控系统、门禁系统、

OA系统、电子标牌系统、专家抽
取系统、代理机构平台系统等程
序，各类数据在同一平台上展示，
实现见证服务由“一人一标”到
“一人多标”及“人脑见证”到
“数字见证”的转变。

“整个评标过程全程留痕，监
管部门可通过监控系统实现全程在
线监督。有效解决了‘熟面孔’等
人为因素干扰，降低了廉政风险，
进一步维护了交易公正性，为优化
营商环境助力。”李猛说。

采访当天，通过后台展示，记
者看到“数字见证”系统形象地展
现交易平台的开评标项目、开评标
时间及进展情况，评标专家进出评
标场所的时间，与各开评标室电子
显示屏同步显示的同时，还自动保
存每个项目开评标全过程的音视频
数据等。

创新管理出实效

“数字见证”的实行，犹如蝴
蝶效应，牵动项目交易全流程进行
优化再造。近一年的数据显示，外
地企业在邹城项目的中标率提升了
15个百分点，营商环境发生的巨变
引人深思。

邹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党组
书记、主任张琛表示，“数字见
证”新模式的运行，不仅是一次技
术创新，更是重要的管理创新，使
见证工作释放了大量的人力资源，
将“工作人员跑腿”变为“信息跑
路”，并对保障交易过程公平、实
行环节管控、降低廉政风险等方面
具有积极作用。

邹城市首推公共资源交易“数字见证”
招投标全程在线监控，营商环境发生巨变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超 通讯员 张长青 顾士国

瞄准直播带货、文旅融合等热点领域

邹城市推动电商产业迭代升级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张长青 合勇 许强

邹城公共资源交易“数字见证”模式引来外地学习者。（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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