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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力社区配送
每日千份订单

2月18日早间，在增城区的碧桂
园豪园小区，白色的泡沫箱足有300
多个，堆成小山般高。 打开泡沫箱，
第一层是分装好的大棵油麦菜配上
茄子西红柿， 第二层则是不易压烂
的土豆荷兰豆等。 它们正等着小区
物管把它们挨个派发给小区住户
们。

增城区是广州农业大区， 单是
蔬菜一项，2018年统计全区播种面
积便在64万亩左右，总产量在125万
吨左右。然而受疫情影响，不少经销
商因交通不便进不来村， 菜农看着
日渐烂在地里的蔬菜无能为力。

广州荔铭农产品有限公司原本
是专做荔枝、 番石榴等水果生意，2
月份，增城区农业农村局找到他们，
希望他们能帮忙利用多种渠道把蔬
菜也销售出去。

“2月10日，荔铭小程序上线，售
有土豆、大白菜、胡萝卜等蔬菜。 卖
得最好的是土豆， 上线8天卖了1万
多斤。 ”荔铭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每天公司会从中新镇、 小楼镇等区
域进货5吨左右果蔬，间接帮助了25
名当地农户。

除了在天猫、 微信上线直营商
城外，荔铭还向社区配送发力。主攻
大型小区， 每天专人将小区订单统
一交由小区物管， 再由物管进行配
送。

“增城有不少几万人的小区，如
碧桂园豪园、欧亚公馆等，一个小区
一天就是几百份的订单， 每天增城
全区就会有1000份的订单。 ”与微

商城等不同，小区配送多是“礼包专
送”， 即39元一份的9斤装果蔬，“由
于要尽快帮菜农卖完， 因此价格低
廉主要走量， 比如礼包原先定价58
元，现在售价基本没有利润。 ”荔铭
总经理林熙彤告诉记者。

多平台拓销路
助农户渡难关

号称“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沙田
柠檬，在疫情期间也犯起了愁。

沙田柠檬是白云区钟落潭镇帽
峰山脚下沙田村的名片， 每年柠檬
的产量占广州地区柠檬总销售额的
十分之一， 基本上村里种多少市场
就“吃”多少，很少有滞销的年份。

“疫情之前，饮品店一天便要进
货5000斤左右的柠檬，疫情期间，饮
品店全关了， 沙田柠檬第一次要烂
在田里。 ”沙田柠檬合作社副理事长
冯冠杰犯起了愁，“春耕就要来了，
没人来收柠檬， 农户就没有钱投入
春耕，影响未来一整年收入！ ”

冯冠杰便赶紧走起了电商，柠
檬从6元一斤降到3元一斤， 现在每
天能有300斤左右的销量。

这段时间，广州创鲜农业发展
公司每天从增城滞销农户手上回
收18吨的番石榴、 杨桃等水果。
“单走微商量少，因此这些滞销水果
我们主要卖去京东、盒马等大型电
商平台，以及钱大妈、百果园、家乐
福等知名商超。 ”创鲜公司董事长
刘淑芬向记者介绍：“价格贵就走
不了量，番石榴平时卖0.2元一斤，
但现在如果我们不出手，果农再贱
卖也卖不出。 特殊时期，我们一起
共渡难关。 ”

2月18日，羊城晚报联合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及广东农产
品“保供 稳价 安心”平台，联手淘宝、京东、拼多多、苏宁易
购、美团、今日头条、抖音、西瓜视频八大互联网平台，启动
“218”战疫护农数字矩阵。 2月19日，羊城晚报与广东省农业
农村厅联合策划，将在拼多多平台上开启“218”的第一波直
播，为徐闻菠萝带货。

目前淘宝、苏宁、京东等互联网平台，也正积极对接其他
广东农产品的资讯，力求助推更多的“粤字号”优质农产品顺
利“出山”。

“218”战疫护农数字矩阵今日开启第一波带货：

徐闻菠萝在 等你！

其他的互联网平台也在
迅速推进。

在加入“218”抗疫助农
数字矩阵当日， 苏宁拼购就
电话联系了梅州、 韶关 、河
源、惠州、东莞、阳江等地企
业，涉及蔬菜、茶叶、水产等
多品类。

在梅州， 兴宁市勤丰生
态种养有公司种植基地里，
现在每天能摘回来 500-600
斤鲜菇。 这些种植的赤松茸
营养丰富，香味浓，蛋白质含
量极高。 该基地的赤松茸产
品主要是针对高档酒店、农庄
供货，年前已有供港订单。 然
而疫情打乱了计划，目前这些
鲜菇只能靠本地一些电商小
量销售，销售困难。

2 月 18 日， 苏宁拼购工
作人员在跟该公司负责人张
文东联系上后， 详细了解了
产品和当地的物流情况 ，决
定助力优质农产品“急速”上
线。19 日，兴宁的赤松茸将上
架苏宁拼购的梅州扶贫馆 ，

跟客家娘酒、 粘米粉一起供
消费者选择。

在河源， 一家有机茶叶
认证企业有立项 3000 亩茶
园， 茶苗种植面积 1000 亩，
因需支付有机肥、人工成本，
急需资金周转。 该公司种植
的有机生态云雾茶 ，按照市
场 价 格 有 机 茶 批 发 价 700
元 / 斤， 但是现在每斤低于
成本都不好销售。 苏宁拼购
了解情况后 ，表示可以帮助
河源云雾茶上架平台进行
推广。

另一边， 淘宝平台也正
全力做好爱心助农活动 ，帮
助全国各农产品产地销售滞
销的农产品。 在与羊城晚报
联合推出“果蔬绿色通”后 ，
淘宝方面已经进行爱心助农
信息收集， 详细记录当地滞
销产品、滞销产量、收购价格
等关键信息， 并不断打造直
播带货、云买菜、云买房等新
型消费模式。

淘宝直播村负责人告诉

羊城晚报记者， 现在各地农
户都主动学着上直播谋销
路，边采摘边连麦，蔬菜大棚
变成直播间。 截至 13 日，全
国各地已经有上万个这样的

“大棚直播间”。
京东集团也已开启“羊城

晚报·京东助农广东专线”，
一边对接农户的需求，一边串
联电商，对滞销农产品帮扶提
出的一揽子措施，最大限度地
帮助农户解决问题。

当农户通过扫码“羊城
晚报·京东助农广东专线”的
二维码发出求助信息后 ，京
东生鲜方面将迅速作出反
应， 给予专项政策支持 + 京
东站内外营销， 全渠道整合
优势资源， 助力农户实现滞
销上行。 相信“羊城晚报·京
东助农广东专线”上线以后，
京东提供的“采销 + 物流”
一揽子措施， 即使在特殊时
期，也能多端口触达用户，为
滞销农产品的出货提供坚实
支撑。

启动当天，羊城晚报记者
跟拼多多团队一 起 踏 上 了 前
往湛江徐闻的征程。 2 月 19 日，

“218” 将在拼多多上开启直播，
为徐闻菠萝带货。

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徐闻
县是全国最大的菠萝生产基地，
全国市场上每三个菠萝就有一
个产自徐闻。 就在去年 12 月初
的农博会上， 徐闻菠萝“12221”
市场体系建设暨采购商对接活
动吸引了上百位采购商和种植
户齐聚。 2018 年年底徐闻菠萝
报价 0.8 元 / 斤，2019 年同期价
格达到了 1.5 元 / 斤， 行情明显
好于往年， 加上去年冬季气候
适宜菠萝生长，大家都对今年的
行情寄予厚望。

没想到，一场疫情打乱了所
有的脚步。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客商往来停滞，车辆运输受
限，徐闻菠萝、香蕉等瓜果蔬菜
遇到极大的销售困难。

传统营销模式受阻， 直播、
短视频等新零售手段被迅速用
上。 此次羊城晚报与广东省农业

农村厅联合策划，在拼多多平台
上开启的“218”第一波直播，就
是通过拼多多强大的直播带货
能力，助徐闻菠萝直达消费者的
餐桌。

在此之前，面对疫情防控形
势，广东省农业农村厅迅速搭建
起广东农产品“保供 稳价 安
心”数字平台，羊城晚报作为合
作单位之一也参与其中，帮助产
销精准对接。 之前在平台上的一
次线上“采购商会客室”上，徐闻
菠萝就在线达成了 600 万斤的
采购合约。

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针对
抗疫时期农产品销售难的现状，
以徐闻菠萝网络采购直通车工
作为切入口，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正积极探索“12221”市场体系网
络营销新模式，为全省抗疫保供
应促销售试水探路。 迅速成长壮
大的“保供 稳价 安心”数字平
台，正成为广东农业农村抗疫斗
争重要载体、重要力量，为今后
广东的农产品营销和农产品品
牌探索打造一条新的路子。

广州热心企业多渠道助农户渡难关

土豆上线八天
卖了一万多斤

羊城晚报记者 宋昀潇 通讯员 曾结嫦

家住广州的“小麻雀”已经在家自行隔离 20 天了，
隔离虽久家里的青菜却没断过。“菜都是小姨买的，每次
都是一个大大的泡沫箱装着， 里面各个种类果蔬均有，
够一家四口人吃一周。 ”

事实上，受疫情影响，广州市不少品类果蔬滞销，不
少果蔬生产基地一改以往市场批发、 食肆供货渠道，改
设线上商城、社区配送等途径，既让农产品不滞留，又让
众街坊吃到新鲜的果蔬。

羊城晚报记者 许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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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间

开启第一波直播 为徐闻菠萝带货 梅州赤松茸销售难 苏宁助其急速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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