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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货节期间，我们组织了
‘商河好货卖全国，十万网红卖商
河’活动，本土商家齐发力，在喜
庆热闹的气氛中将商河年货发往全
国 各 地 ， 迎 来 新 年 电 商‘开 门
红’。”提到1 月 28 日结束的电商
年货节，商河县商务服务中心主任
白朝阳至今还很激动，“商河本土
产品能顺利走向全国，小货郎们功
不可没！”
  在商河县，一提到小货郎，大
家都耳熟能详，尤其是广大农民朋
友，为啥？因为他们是能帮农民卖
东西的“小可爱”。
  商河县农产品丰富，以往农户
卖产品是在线下。 2013 年，商河电
商起步，为助力商河本土产品走向
外地，商河县组建了“商河带货天
团”，组织“县长来了”“镇长驾
到”“村长站台”等系列电商直播
活动，掀起领导干部带货热潮。同
时加大电商人才培训力度，开展
“高频率、多场次”的“我是带货
王，直播富家乡”系列直播带货活
动，通过“实战”培育基层电商人

才，为乡村培养了刘越、刘成明、
李硕德等一大批懂农业、懂电商、
懂市场的电商达人，探索出一条从
“网红县长”到“全民直播”的本

土产品上行之路。
  不论是“网红县长”还是“草
根网红”，他们都是为商河带货的
小货郎；商河是著名的鼓子秧歌之

乡，所以当地就把这群辛苦为农带
货 的 人 亲 切 地 称 为 “ 鼓 乡 小 货
郎”。 2022 年，“鼓乡小货郎”被
注册为“公共区域电商品牌”，成
为 商 河 当 地 诸 多 农 产 品 的 共 用
品牌。
  多年来，商河的小货郎们积极
奔走在田间地头，活跃在直播间
内，积极对接大型商超和农贸市
场，为商河县本土产品特别是农产
品外销出力流汗。
  商河县商务服务中心副主任刘
晶晶介绍，经过近十年的摸索前
行 ， 在 商 河 县 委 县 政 府 的 支 持
下，商河县农村电商发展四大体
系建设成效明显，先后获评“山
东省电子商务示范县”“淘宝直
播村播计划试点县”“淘宝直播
村播计划示范县”等，并获评济
南市首个“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县”。
  据统计，2022 年，商河全县累
计网络零售额达到 36 . 29 亿元，同
比增长101 . 4% ，其中农产品网络零
售 额 1 2 . 7 8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58 . 2% 。目前，全县有电商企业
349 家、电商店铺4413 家，100 多家
传统企业转型电商发展，电商从业
人员达到5万余人。
  手机变新农具，数据变新农
资，直播变成新农活，主播变成新
农人，粉丝变成新农友，网络变成
新农田。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
诸多小货郎们的努力付出。
  白朝阳介绍，目前“鼓乡小货
郎”直播团队仍在发展壮大，已培
育出“粽子姐”“大蒜姐”等大批
农村主播；培育孵化本土直播人才
1000 余人，促进就业创业 190 人，
其中残疾人25 人；“鼓乡小货郎”
电商区域公共品牌“网货池”产品
也不断丰富，达到500 余种。
  “今后，商河将根据电商人才
现状和企业对电商人才的需求，量
身培育孵化 30 0 名农村电商带头
人；同时积极打造‘网货池’，不
断将产品变‘网货’，‘线下’转
‘线上’，让销售端倒逼生产端，
从而使产业由分散化向集群化发
展。”白朝阳说。

手机成新农具，主播变新农人

商河“鼓乡小货郎”，为农卖货响当当
农村大众报记者 王星  通讯员 张晓芳 张伟

商河县商务服务中心主任白朝阳化身“小货郎”进行直播带货。

  “不用东奔西跑，在家门口就
能领到养老金，真是太方便了。”
2 月 10 日，滨州市沾化区黄升镇前
皂村村民麻书梅，从该村爱心超市
中国农业银行金穗惠农通服务点代
办人员郭美红手里领到 200 元养老
金后高兴地说。
  据了解，随着社保卡集合功能
不断完善，60 岁以上老人的养老金
逐步实现通过社保卡进行发放。然
而在黄升镇，目前没设农业银行网
点，大部分农村老年人也不会使用
自助取款机。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黄升镇人社所积极对接区人社局和
银行，结合人口分布情况，选择交
通便利、人流量相对较多的村居超
市，设置金融惠农服务网点。目
前，在镇东、西、南、北四面“开

花”，共设置 5 处金融惠农服务网
点，包括农业银行金穗惠农通服务
点 4 处、农商行代理点一处。此举
大大方便了老年人提取养老金，业
务 办 理 时 间 灵 活 ， 深 受 老 年 人
欢迎。
  “我开着超市，平时老年人来
买东西的比较多，我代理这个金穗
惠农通服务点，就是希望能为本村
和周边村的老年人提供一些方便。
老人骑着电动车到其他乡镇的农行
提取养老金，既费时又不安全。而
且老年人来得多了，还给超市增添
了人气，可以说是一举多得。”黄
升镇商家村新联合熟食超市的王老
板说。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张 茜
           孟令旭

惠农服务点设到村

方便养老金提取

  春节过后，一拨又一拨的市、
县农林农技专家来到郓城县郭屯
镇，举办培训班、指导农业生产。

小麦田里解困惑

  2 月 6 日下午，在郓城县郭屯
镇郭庄村麦田里，一群农民围在3
名农业专家身旁，询问麦田管理
办法。
  一位 70 岁的村民指着一地干
枯的麦田说：“您看看，这是咋回
事，咋就干死了呢？”
  “这枯萎的叶子，是因为播种
量多、群体大，加上天气骤冷造成
的。用筢子将干叶清掉，早浇小
水，再施些尿素，虽可能造成减
产，但抓好管理，还是问题不大
的。”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曹景
同回答。
  郓城县农技推广中心的徐建国
介绍，为了搞好春季麦田管理，他
们对全县麦田进行了调研，“今天
我们到访了黄安镇、双桥镇、张营

镇，又来到了郭屯镇。”

林果园里讲丰收

  2 月 8 日 9 时许，天有些阴
冷。听说菏泽市林业局林果站站长
樊庆军来讲课，好多果农早早地就
聚集在郭屯镇后辛庄的苹果园里。
  “我看了咱们果园的剪枝情
况，剪得还可以。剪枝只是苹果丰
收的一个重要环节，还要施好肥浇
好水。通过增施猪粪、羊粪、兔粪
等，提高土壤的有机肥含量，改善
土壤结构，增加土壤的通透性，提
高树体的抗逆性。”樊庆军的讲解
让现场果农频频点头。
  “樊站长，你看这苹果裂痕是
咋回事？”一位身穿迷彩服、 50
岁左右的果农，从塑料袋里拿出几
个苹果递给了樊庆军。樊庆军接过
苹果看了看说：“这是水大造成
的。下大雨，不及时排水就会出现
这种情况；或者前期天旱，后期水
大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果农们一个接着一个提问题，
樊庆军认真地解答。

大棚里交流技术

  在郭屯镇魏楼村樱桃大棚里，
县林业局副局长李聪和站长孟凡
真，同“樱桃大王”张体存交流起
樱桃管理技术。
  张体存说：“这两年真不容
易。”第一年，由于没经验，在樱
桃授粉的时候，中午没有放风，一
个 3 亩地的大棚几乎绝产。第二
年，接受上年的教训，把大棚管好
了，露天的几十亩樱桃授粉时又遭
寒风侵袭，几近绝产。 
  “两次教训非常深刻。今年我
把棚里棚外的樱桃都剪了，也浇了
水，目前长势不错。”张体存说。
  听了张体存的话，李聪和孟凡
真非常高兴，并嘱咐张体存：“有
什么困难给俺说声，俺一定想办法
解决。”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车先申

  农村大众报临沂讯 （记者孙
成民 通讯员孙磊 高静）春节过
后，农民进城，企业招工。农民进
城后能找到满意岗位，企业开工后
能招到合适工人，都是大事。临沂
市兰山区的做法是，印发2 万份宣
传彩页，发放到全区各村庄、社
区，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牵线
搭桥。
  兰山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
心副主任许天宇说，他们发放的宣
传彩页，并不是招工找工信息，而
是宣传如何注册、使用一个线上平
台。这个平台就是临沂市人社局推
出的“帮您找活”微信小程序。宣
传彩页一步步告诉农民，如何利用
手机登录、使用这个平台，并从平
台上众多的用工信息中，最终找到

自己满意的工作。
  许天宇说，农民来到城里，基
本是用三种办法找到工作。一种是
前一年就在某个单位工作，春节前
双方说好了节后再来上班，或者是
跟着已经在某个单位工作一段时间
的人进城，直接到单位。一种是通
过用工单位通过人社等部门线上平
台发布的招工信息，从中找到适合
自己的岗位，双方先电话沟通，然
后再见面，最终达成协议。还有一
种是零工，这些农民因家中有地等
原因，进城务工的时间往往不长，
而且说走就走，难以在某个固定岗
位上长时间上班，因此便在零工市
场等雇主上门。
  记者登录“帮您找活”小程
序，看到上面有众多单位发布的招

工信息。大多数招工单位都详细说
明了工种、报酬、招工人数、单位
地址、联系电话等。当地一家屠宰
企业发布的招工信息显示，他们需
要 1000 名分割、库台等方面的工
人，除了用文字标明的地点，还有
导航，点开导航可以轻松找到这家
企业。
  许天宇说，打算进城务工又没
找到工作的农民，手里有这份宣传
彩页，可以不用先进城，而是用手
机登录平台，坐在家里就能找到适
合自己的工作。
  兰山区人社局还与临沂市人才
资源协会、临沂招聘网等合作，上
网帮助企业发布用工信息，以尽快
让进城农民找到工作、让企业招到
工人。

2万份宣传彩页帮农民找活儿

走麦田，进果园，入大棚

农业科技人员春管脚步忙

  农村大众报临沭讯 （通讯员
王凤云 王靖雯）2 月 15 日，中国
科协公布《关于对2022 年表现突出
的科普中国信息员组织单位予以工
作表扬的通知》，临沭县科协被评
为表现突出的科普中国信息员组织
单位。
  临沭县科协将科普中国信息员
的注册和作用发挥，作为落实全民
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和全国科普
示范县要求的重要举措，广泛组织

动员科技工作者、科技志愿者、涉
农协会会员、村居群众及机关企事
业单位人员加入信息员队伍。截至
目前，临沭县科普中国信息员队伍
人数已近3万人。
  临沭县科协积极发挥科普信息
员和平台的作用，广泛传播优质科
普信息，激发公众参与科普的广泛
性和积极性，打通科普传播“最后
一公里”，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助
力临沭高质量发展。

临沭县科协获中国科协表彰

前前皂皂村村村村民民在在农农行行金金穗穗惠惠农农通通服服务务点点领领取取养养老老金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