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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收入涨了 乡村振兴脚步近了

有了

﹃
定价权

﹄

工人在仓库分拣打包，最近每天要发上千件水果

又到一年樱桃季，四川的小樱桃除了在
本地人中热销，也成为了不少外地人朋友圈
里的热门关键词：“想念四川的小樱桃了”

“无数次想把四川的小樱桃带到北京给朋友
们尝尝，都失败了”⋯⋯

四川小樱桃的酸甜味道，让吃过的人念
念不忘，但它也堪称是水果中的“瓷娃娃”，
身躯太过娇嫩，稍不注意就容易在运输途中
被压坏，再加上盛产樱桃的地方大都交通不
太方便，让这种美味水果很难走出四川。

不过，在今年樱桃季，产自大凉山德昌的
小樱桃却搭乘电商的快车走向了全国市场。
在拼多多上搜索“德昌樱桃”，鲜红悦目、颗粒
饱满的小樱桃轻而易举地进了不少人的购物
车，成为这个春天的又一大网红水果。

事实上，在以拼多多代表的电商平台助
力之下，大凉山已成为“网红水果”的集中
地，此前的会理石榴、盐源丑苹果等一大批
水果已站上C位，被全国人民所熟知。以电
商为媒，越来越多的凉山特色农产品走出大
山，推动当地农业生产蓬勃发展，让农民的
腰包也变得越来越鼓。

有了电商做后盾，农户们再
销售农产品时也第一次有了十足
的底气。

家在会理石榴核心产区彰冠
镇的罗浩，自家有 6000 株石榴
树，每年丰收季怎么把好收成卖
个好价钱，是他面临的最大难
题。“那时候石榴主要都是等收购
商来收购，石榴销售期只有40多
天，老乡们急着卖出去，基本就是
收购商开多少价就卖多少价，我
们自己的话语权很少。”

而随着罗浩从国企辞职在
拼多多上卖石榴，他发现电商的
到 来 给 了 他 最 渴 望 的“ 定 价
权”。在电商平台上，罗浩可以
根据成本加利润来定价，每个商
家比的是成本控制能力，从纸
箱、网套、物流、线上推广、冷库
建仓等环节来竞争，这种良性竞
争让他们得以按照水果的品质
来定价，只要肯用心就有机会卖
一个好价钱。

类似的“定价权”变化在盐
源、德昌也同样明显。以德昌小
樱桃为例，在过去等待采购商收
购的时候，一直卖不起价，最差时
甚至卖过 2-3 元一斤的价格，而
去年德昌小樱桃最高时卖到了20
多元一斤，比往年涨了好几倍，今
年的产地价也高达 15 元一斤。
这样的售价让当地农户王长友心
里乐开了花，他粗略算了算，家里
的5亩地300棵左右的樱桃树，可

以给他带来近3万元的收入。
的确，新电商给农户带来的

“定价权”，最直观的变化就是销
路打开了、价格上去了，大家的收
入都增加了。“现在我们的苹果根
本不愁卖。”盐源本地农户廖顺安
说，哪怕是2020年受到冰雹和疫
情的双重影响，他家、他们村的苹
果也没有烂在地里，而是全部卖
完。同样不愁卖的还有德昌的农
户，“有了电商以后，小樱桃从卖
不出去变成不愁卖，而且村民的
种植收入平均至少都要翻一倍，
大家的管理热情就更大了。”德昌
农户李远刚说。

尝到甜头的农户，在手头日
渐宽裕之后，已经在开始思考如
何进一步扩大生产、增加收入。
会理的罗浩投资100万建了一座
冷库，希望能借此进一步延长石
榴的销售时间，此后他又将赚到
的利润陆续投入到基建上，修水
窖、扩大仓库、引入分拣线⋯⋯他
希望一步步提升自己产品的竞争
力，在线上打拼出一片更加广阔
的天地。

一幅乡村振兴的新画卷正在
大凉山的广大农村中徐徐展开，
而全国各地还将有越来越多优势
农业产地借力新电商，让消费者
买到品质更高、价格更优的农产
品的同时，反哺农业产业更上一
个新的台阶。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鑫

不过，光靠电商打破“信息壁垒”，
只是走完了农产品上行新渠道的第一
步。如何让农户真正玩转电商，让消费
者购买到真正价格实惠、品质优良的产
品，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这时候，活跃在大凉山的广大电商
新农人们，就成了农户们的引路人。

来自山东的“80后”张阳，因为吃到
一口“像小时候味道”的盐源苹果，毅然
决定在网上开店卖这些貌不惊人的丑
苹果。也正是他，让当地农户知道了苹
果在采摘完成后可以通过建在成都的

自动分拣包装流水线进行打包发货，这
样既能保障发货时效，同时减少快递走
山路对苹果的损耗，提高了消费者购买
盐源苹果的满意度。

家在德昌的赖建锋在4年前开始全
职做电商，并把自己的“阵地”搬到了拼
多多。在他的坚持之下，德昌当地农户
每天早上五六点就打着手电筒出门采摘
樱桃，只为了避免樱桃因白天阳光照射
后变软和破损，保证送到消费者手中的
品质；他也教会了当地农户对待小樱桃
这种极度“娇嫩”的水果的正确方式，使

用真空包装配以冰袋保鲜，才
能减少樱桃在运输过程中的
损耗，让过去很难出川的小樱
桃卖往全国各地。

在大凉山，像张阳、赖建
锋这样活跃的电商新农人还
有很多很多，他们给当地带来
了难得的经验和知识。许多
农户也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
开起了自家的网店，第一次尝
试直播，慢慢学习如何打包发
货，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

“传帮带”，让家乡特产真正走
出大山。凉山州德昌县角半村被誉为“樱桃之乡”

活跃在大凉山电商新农人带领老乡一起触网

突尼斯软籽石榴早在 10 多年
前就已在会理成功嫁接和推广，会
理也成为了全国八大石榴产区之
一；盐源丑苹果在 2020 年时种植
面积就达到了 42 万亩，成为西南
地区最大的苹果生产基地；德昌的
中华樱桃种植历史长达数十年，全
县种植面积近 5000 亩，产量 3000
吨左右⋯⋯

无一例外，这些农产品都是当
地的特色产业，也都有着长时间的
种植经验，但多年以来由于消息闭
塞、物流不畅等原因，这些特色水
果唯一的销售渠道只有卖给前来
收购的商贩，被压价则是家常便
饭。以德昌小樱桃为例，在 2019
年之前平均售价在每斤 5-7 元，扣
除采摘、肥料成本之后利润几乎可
以忽略不计，正因为如此，碰上价
低的年份许多农户宁愿选择让樱
桃烂在地里。

守着特色农产品，却未能为村
民带来财富，这样的局面直到以拼
多多为代表的电商平台的到来，才
终于被打破。一款接一款的特色
农产品站上 C 位，那么这里面是有

怎样的“流量密码”？
复盘这几款特色水果的走红

经历之后，这样的问题不难得到答
案：拥有近 10 亿用户、打造起全国
最大农产品上行平台的拼多多，天
然就是打破“信息不对称”的最佳
场景。在打破信息壁垒的同时，在
农产品“零佣金”的基础上，还首创
了“农地云拼”模式，实现“拼购+产
地直发”，通过拼购这种模式将消
费端分散、临时的需求，在时间和
空间上形成归集效应，为产地提供
长期稳定的订单，从而帮小农户融
入大市场。这样的模式，让大凉山
特色农产品的名气从大西南腹地
走向全国各地。过去主要被云贵
川等地消费者熟知的盐源苹果、会
理石榴、德昌樱桃，一步步走向全
国市场。

通过电商新农人的网店、透
过遍布田间地头的直播间，再加
上 平 台 调 集 各 种 资 源 的 全 力 支
持，让广大农户得以跳过中间环
节直接与终端用户接触，彻底颠
覆了传统销售渠道给他们带来的
束缚。

新电商有怎样的“流量密码”？爆款接二连三

密集产出 大凉山撬动电商流量密码

樱桃上市季节，德昌县角半村村民们迎来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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