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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唐朝 实习生 李庆怡 文/图） 12月4

日，记者跟随“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主题采访团走进

六安市海洋羽毛有限公司。该公司位于国家级六安经

济技术开发区，主要从事水洗羽毛、羽绒及服装、床上用

品的生产加工，产品远销美、加、日、欧及东南亚20多个

国家和地区。在这里，记者了解了到各类高品质羽绒原

料，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皖西白鹅绒。

据了解，六安素有“白鹅之乡”“羽绒之都”美誉。皖

西白鹅在六安已有2000多年的饲养历史。皖西白鹅绒

成为世界知名的高品质羽绒原料，其蓬松度、透明度、清

洁度等重要指标均达国际最高标准。

其中，皖西白鹅在六安已有2000多年的饲养历史，

是我省唯一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中国

家禽品种志》的地方鹅品种，其体型中等，羽绒洁白，肉

质与羽绒品质堪称一流。

近年来，六安市不断加大白鹅产业的科研投入，皖

西白鹅品种的提纯复壮、杂交选育、人工孵化、鹅肉及羽

毛绒制品开发等鹅业基础研究，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

多项技术水平在国内领先。皖西白鹅具有享誉全球的

知名度，2022年全市白鹅饲养量达1100万羽，其他品种

鹅700万羽，形成了以皖西白鹅为主导，朗德鹅、四季

鹅、三花鹅等“多鹅并举”的鹅业发展新格局。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羽绒企业通过不断加强技

改、科研投入，生产工艺从简单的粗加工发展为水洗、脱

敏等多道程序的精加工，原本朵大绒多的皖西羽绒具备

了更高的品质，抗菌绒、防水绒、阻燃绒、彩色绒等一批

新产品投入市场。

“针对皖西白鹅目前养殖繁殖率比较低的情况，政

府开设建立了鹅产业学院，解决养殖问题主要靠鹅产业

学院，以皖西学院为基础，通过和省内外高校的合作，来

培育皖西白鹅的新品系，解决鹅苗的长年供应的问

题。”六安市农业畜牧发展中心负责人贾昌泽说道。

据统计，六安市共有羽绒及制品经营主体1097家，

其中规上羽绒加工企业53家，如六安市海洋羽毛有限

公司、安徽星星羽绒科技有限公司、六安市宝祥羽毛制

品有限公司等；2022年规上羽绒加工企业产值63.85亿

元，羽绒及制品进出口额达9356万美元，六安市已成为

全国四大羽绒集散地之一。

电商点燃乡村发展“新引擎”

在肥东农商银行职员以外，肖政韬还有着另一个身

份：公益助农电商主播。2020年2月至今，在将近4年的

时间里，包括肖政韬在内的4人直播团队走遍了肥东县

的18个乡镇。“几年来通过我们的直播，确实为许多农户

解决了产品滞销的问题。”除了直播外，肖政韬和团队还

拍摄了上百条短视频作品，一方面展现肥东县的风土人

情，另一方面则是探访介绍各类特色农产品及美食。

12月5日，与肖政韬一同直播的花张社区村民名叫

王庆银，是一名豆制品手工制作人。在引入电商前，王庆

银制作的豆制品在当地小有名气；而引入电商后，由王庆

银制作的豆制品得以销往全国各地。“有了电商之后，现

在每年的销售收入相比之前增加了2万元左右。”王庆银

向记者说道。

如今，王庆银制作的豆制品一部分由自己在当地售

卖，另一部分则被制成名为“花张豆腐”的礼盒通过电商

渠道销售。“这些礼盒由八斗花张花样年华农民专业合作

社制作，属于集体经济范畴。”肥东县八斗镇花张社区党

委书记助理刘弦说道，“合作社成立的初衷是为打造品

牌、整合资源，也能为更多的村民提供平台。”

电商产品既要“卖得掉”，也要“运得出”。每天早上

6：30左右，位于肥东县撮镇的中国邮政肥东县寄递物流

共配中心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这里同时也是安徽省县

域商业体系建设试点县县级快递物流配送中心。“该中心

于今年9月底试运行，目前每日处理进口投递邮件约5万

件，出口发出邮件约15万件。”肥东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

运作主管李浪介绍，“中心使用市面上最先进设备之一的

小件分拣机及一体化辅助传送带，邮件的卸车、分拣、再

装车环节实现了智能化、便捷化、高效化。”

数据显示，2023年前10个月，肥东县电商企业共计

1027家，网店12770家，带货主播76个，累计开展各类直

播带货10379场，累计直播销售额3.4亿元；全县3.7万个

SKU商品农特产品通过直播“卖全国”“卖全球”，带动125

个脱贫户人均增收4.34万元。

多地“数商兴农”为乡村振兴赋能

《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2023年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加快建设农业强省的实施意

见》要求，深入实施“数商兴农”和“互联网+”农产品出村

进城工程，深入推进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农村

产品网络销售额达1200亿元。

今年以来，全省多地紧跟农村直播电商发展趋势，探

索建设“数商兴农”工程，推进数字经济和农村特色产业

融合，带动乡村集体经济和农民增收。

肥东县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3年以来，该县引

导重点电商企业采购特色农产品500多万元，累计带动9

个结对村增收30万元。

今年以来，宁国市新增电商经营主体400余家，活

跃店铺 2400 余个，农村电商交易额约 6.2 亿元。打造

“徽宁百味”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搭建“宁国特产馆”线

上平台，累计销售额300余万元。截至目前，该市建成

农村电商服务中心1个、农村“邮乐购”站点98处，34个

村开通了商贸流通线上系统，方便村民“线上下单，送货

到家”。

近年来，安庆市加快推进“数商兴农”工程，促进互联

网+农产品出村进城。今年1月至11月，安庆市县域农村

产品网销额66.9亿元，同比增长11.3%；桐城、潜山、怀宁

等地入驻 1688 平台企业 4200 余家，年线上成交额 8 亿

元；安庆市与邮政平台合作企业133家；截至今年11月

底，实现线上线下农产品销售额9186万元。

此外，今年以来，池州市4个物流配送中心和466个

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点重点支持茶叶、九华黄精、皖南土

鸡等“四业”特色优质农产品触网出村，为传统商贸企业、

涉农企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提供市场开拓、资源

对接、技能培训等全流程精细化服务；新增认定长山生

态、有滋鱼等7个农村产品年网络销售额超1000万元省

级农村电商企业。

县域商业促进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

今年8月，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县域商业三年

行动计划 (2023～2025 年)》，提出到 2025 年在全国打造

500个左右的县域商业“领跑县”，并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

发展，主要包括大力发展农村直播电商、培育“土特产”电

商品牌、鼓励农村电商创业就业等3项重点任务。

而在此前举行的关于县域商业发展的新闻发布会

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把农村电商作为县域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体推动，促

进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

近日，首届数字经济时代县域商业创新发展大会在

杭州市举办。会上公布了第一批123个全国县域商业

“领跑县”名单。其中，我省岳西县、蒙城县、宁国市、肥东

县、金寨县、怀远县、徽州区、砀山县、怀宁县、凤阳县、繁

昌区、宣州区等12个县(市、区)上榜。

记者从安徽省商务厅了解到，自县域商业建设行动

开展以来，我省18个试点县已改造升级20个县级物流配

送中心、127个乡镇快递物流站点、173个乡镇商贸中心，

进一步畅通了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渠道，促

进了农民增收和消费提质实现良性循环。

下一步，安徽省商务厅将持续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大

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更好满足乡村产业振兴和农村居

民生产生活需求，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提供有力

支撑。

肥东县物流共配中心工作人员对快递进行核对

正在直播中的肖政韬(左)和王庆银

六安市海洋羽毛有限公司工人缝制羽绒制品

六安：皖西白鹅绒引领致富路

“数商兴农”赋能乡村振兴
农村电商“点燃”安徽省乡村发展新引擎

“现在点击2号链接即可下单购买……”12

月5日，在肥东县八斗镇花张社区的“花张共富

馆”内，由一部手机、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组成的农

村电商直播间通过互联网走到了观众面前。只需

要在手机上点击屏幕上的链接，具有地方特色的

农产品就能“翻山越岭”送到消费者的家门口。

如今，随着农村电商的发展壮大，“数商兴

农”成为了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之一。今

年以来，通过推动农村电商示范创建，拓宽农村

产品网络销售渠道，我省多地特色优质农产品

线上销售实现快速增长，为促进乡村振兴发展

注入强劲动力。 记者 唐朝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