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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十堰市竹山县钟灵毓秀、

古韵深沉，因竹而秉性坚韧，因山

而砺炼沉稳， 因水而清秀柔媚，因

古而悠远厚重。 竹山自 2017 年 8

月被确定为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县以来，以“触网消费促

发展”为目标，转变传统流通模式，

扎实推进农村电子商务应用与发

展， 电子商务已成为竹山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的新途径。 抖音直播

基地、淘宝村播基地、淘宝村播学

院落户竹山，并建成了绿松石电商

产业园、农产品电商产业园、麻家

渡电商示范基地。 2020 年，竹山县

电商直播销售额进入全国百强县

第 60 名，麻家渡镇及该镇罗家坡、

营盘河村连续两年被授予“淘宝

镇”“淘宝村”荣誉，是全省市两级

发展电商直播的佼佼者。

农产品“触网”

搭电商“快车”

多年来，众多优质的竹山农特

产品只能围着农贸市场或经销商

转， 出现滞销或贱卖现象时有发

生。 为助力更多农产品搭上电商

“快车”，竹山县结合“全国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建设工作，

相继引入邮乐购、 京东等电商平

台，建成了京东竹山馆，布局建设

了 200 家农村电商网点，及物流中

心等电商配套体系。 同时，竹山县

顺应潮流，积极开展“互联网 + 直

播”等活动，县主要领导也不时地

走进直播间为产品代言。 直播带

货、引流销售、电商推介……竹山

线上消费助农已呈燎原之势，越来

越多的竹山农特产品“触网”走出

“深闺”。

竹山县还借助“互联网 +”优

势，积极开展“互联网 + 直播”助农

行动，竹山京东馆（贡水源）、天猫

优品、宝丰爱心公益超市等电商企

业和平台，通过“互联网 + 直播”的

方式帮助老百姓销售农产品，促

使农产品增值。湖北贡水源网络

公司主办竹山特色农产品专场

直播，直播现场累计参与人数达到

20 余万人次，累计点赞 16 万次，产

生订单近 2500 余单，销售额达 200

万元；圣水公司通过参与“鄂”有好

货， 茶园网络开园吸引了近 120

万网友“云 ”采茶 ，“互联网 + 直

播”成为竹山县推进消费帮扶的新

举措。

2019 年 6 月 13 日， 时任竹山

县委书记的龚举海在央视财经频

道《第一时间》“2019 中国电商扶贫

行动”以“竹山高香茶，欢迎您品

尝”为主题，代言推介竹山茶叶。 宣

传片一经播出，全国各地客户纷纷

下单采购该县茶叶产品，当天实现

茶叶在线订单 700 余单，销售额 10

万余元。 县委书记代言的效应不仅

让竹山茶叶成了抢手货，还让竹山

县红冠桃、腊肉、竹笋干、菜籽油、

打鸡、 娃娃鱼成为了网红商品，京

东竹山特产馆日均销售额达 2 万

元。 举办 2022 年“家乡味 竹山情”

网络年货，拓宽农产品线上销售渠

道，成交额 100 余万元。 举行电商

主播大赛，评选出“竹山县最佳带

货主播”“竹山县优秀带货主播”

“竹山县最具潜力带货主播”30 名，

孵化了一批网红品牌，培养了一批

网红带货达人。

近几年，竹山县共组织县域电

商市场主体举办大型直播活动 100

余场次，邀请县主要领导、网红走

进直播间为农产品代言，与十堰日

报社、 十堰小蜜蜂电子商务公司、

竹山县融媒体中心联合举办“寻宝

竹山”系列活动，邀请市商务局领

导参加寻宝竹山活动启动仪式，县

内 20 多家农产品电商市场主体组

建专门直播团队，常年开展农产品

直播销售，平均每周都有一场专场

直播。 据统计，全县直播带货销售

额已突破 1 亿元，贡水源、睿博农

鲜、盺航科技、爱无限科技等公司

呈现出无休息日、全员分拣打包发

货的忙碌状态。 各电商企业随时更

新产品需求信息，哪里有农产品积

压，哪里就有电商从业人员服务促

销， 指导农民把产品变成商品，帮

助农民增加现金收入。

新型销售模式

助推资源赋能

据了解，竹山辖区拥有国内储

量 70%的绿松石资源。 该县始终将

绿松石作为“第一产业”打造建设,

“政、产、学、研、资”五位一体的产

业体系有了突破性进展, 绿松石产

品畅销全国,并出口至东亚、拉美及

欧洲地区, 不断提升绿松石产品在

珠宝领域的认知度和美誉度。

近年来，竹山县探索开启“直

播 + 电商”新型销售模式为竹山绿

松石百亿元产业建设赋能，不断推

进国际绿松石城、 绿松石特色小

镇、 电商特色村镇等平台构建，培

养雕刻人才和电商主播，全县绿松

石市场主体已达 5000 余家， 从业

人员 2.5 万余人，年销售额近 40 亿

元， 占据全国绿松石市场份额的

90%以上。该县近年积极创新，推动

绿松石销售从门店、 线下向电商、

直播、特许连锁多元销售模式转型,

带动带活的市场主体已达 5000 余

家,从业人员万余人。十堰（竹山）抖

音电商直播基地是竹山县重点招

商项目，也是该县主要绿松石电商

直播平台， 招商入驻商家超过 650

家、开播 519 家、续存 450 家。 麻家

渡卓尔绿松石小镇共有绿松石电

商企业、线上线下体验馆、直播网

店近 700 家，已培养绿松石专业主

播 260 余人， 间接带动就业 10000

人以上， 年实现电商直播交易额 8

亿元以上。

培育市场主体

优化政策服务

竹山县一直高度重视电商企

业进限纳统，将其作为发展新经济

的重要抓手。 截至目前，全县有在

库限商贸企业 88 家， 直播绿松石

电商企业 19 家， 农业电商企业 4

家，累计实现销售额达 2.5 亿元。

竹山县明确目标， 压实责任。

每年制定下发《全县科技创新和工

业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要点》

和《关于做好全县工业商务经济一

季度“开门红”工作的通知》，将纳

统入库目标分解到乡镇和相关县

直部门，并纳入绩效考核。

实施部门联动，专班推进。 成

立进规纳限工作专班， 强化商务、

统计、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间的

对接、协调和确认工作，部门联动，

及时掌握各乡镇批发、零售、餐饮

和住宿企业发展动态， 摸清底数，

建立培育限上单位预备库。 制定电

商企业“一企一策”申报进库工作

方案和路线图、时间表，做到成熟

一个、申报一个。

培育市场主体，夯实基础。 依

托竹山县独特绿松石资源，全力打

造绿松石百亿产业集群，大力培植

绿松石市场主体，鼓励绿松石电商

企业纳统进限。 截至目前，该县已

培植绿松石市场主体 1200 余家

（个体 1100 余家， 法人 120 家）。

2021 年，培植入库绿松石电商零售

企业 19 家，2022 年摸排 65 家绿松

石电商企业作为纳统进限后备企

业，确保纳限 30 家以上。

出台政策支持，优化服务。 竹

山县加大对商贸企业的扶持力度，

出台了《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落实

积极财政政策聚力增效促进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 对新纳入统计的

限额以上商贸企业每新增加 1 家

批发企业按 10 万元奖励企业，每

新增 1 家限上零售餐饮住宿企业

按 5 万元奖励企业。 出台了《竹山

县支持绿松石商贸和服务企业加

快发展十条措施》， 对新纳限绿松

石商贸和服务业一次性奖励 5 万

元。 给予经济贡献奖励，按当年企

业产生县级实际经济贡献的 100%

和县级以上实际经济贡献的 80%

分别给予奖励。 同时在资源管护、

检测标准、融资担保、公盘交易、宣

传推介、人才引进、商贸物流和特

色小镇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持。 县政

府印发了《关于促进农产品流通的

若干措施的通知》， 对推进农产品

产销对接、 畅通农产品物流通道、

推动农产品进商超、加快品牌连锁

便利店、 拓展农产品线上销售渠

道、扩大农产品出口等方面出台了

支持政策。 健全和完善了竹山县

“千名干部进千企服务产业促发

展”工作机制，明确党员干部包联

“四上企业”责任，扎实开展走访企

业服务，帮助企业纾困解难。

下一步，竹山县将持续推进电

子商务进农村示范项目建设，重点

抓好组织网货生产基地生产、农村

物流体系改善工作。 做好农产品

“三品一标”“竹山宝贝多” 区域公

共品牌的审核、认证、管理及授权

使用工作，狠抓网货产品质量认证

管理， 规范电商企业经营行为，抓

好品牌营销推广工作，稳住购销两

旺势头。 支持电商企业引进高端电

商人才， 弥补电商人才短缺的不

足。 积极指导传统商贸销售模式转

型升级，积极引导和鼓励现有批发

零售业企业做大做强，推进现代流

通方式转变，形成多渠道、多层次、

网络化的消费市场体系，不断壮大

电商直播限上企业的数量和规模，

进一步加大对消费市场的拉动力。

加大电子商务网络销售统计和监

管，力争把大型电子商务企业生产

和生活消费情况纳入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范围。（郭凯 陈世奎 文/图）

聚焦新经济 积蓄新动能

湖北竹山：奋力抒写直播电商赋能大文章

近年来，跨境电商作为一种外

贸新业态，显示出强大的市场活力

和增长韧性，为我国外贸发展增添

了一抹新亮色。 海关数据显示，去

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含 B2B）

2.11 万亿元， 其中出口 1.55 万亿

元、进口 0.56 万亿元。

传统外贸形式中，企业往往是

等着别人给订单，这种“等靠要”的

模式， 让很多外贸企业陷入被动。

不要说发挥品牌影响力转型发展，

就是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第一时间

了解用户需求，对于企业来说也不

容易。

有了跨境电商这一模式后，如

果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过硬，再加上

试验区的各项服务保障，传统的外

贸企业不仅能实现精准掌握用户

消费偏好、交易额、商品页停留时

间等重要数据，还将更快地融入全

球供应体系，甚至参与国际竞争。

一直以来，小规模、多品种的

小商品拼箱出口是我国外贸订单

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少小微卖家采

用自发货等模式向境外消费者递

送商品，出口报关则是通过邮件通

关，未纳入跨境电商通关报关体系

内。 这种方式下，商品发货退货的

成本高昂，通关效率也比较低。

而在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专业化的国际贸易门槛被降低

了，那些原本“不会做、做不起、不

能做”的中小微外贸企业，通过多

种跨境电商贸易方式，实现完美组

装和聚合。 企业可以在园区内“拼

模式”“拼商品”“拼物流”， 从而降

低成本，使商品周转效率得到大幅

提升。

去年年末，国务院批复同意在

廊坊等 33 个城市和地区设立跨境

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这是我国设

立的第七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

验区，至此，我国跨境电商综合试

验区数量扩至 165 个。

从地域分布上看，这次新设的

33 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已

经拓展至中西部地区和边境地区。

总体上看，跨境电商综试区正逐渐

由东部、南部沿海地区向内陆省份

扩展，从中心城市、省会城市向二

三线城市延伸。 目前，全国 165 个

跨境电商综试区， 覆盖全国 31 个

省份，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

向互济的发展格局，表明了我国进

一步扩大开放的力度和决心。

跨境电商的优势在于发展速

度快、潜力大、带动作用强，原本不

靠海、不临江，只能“眼馋”的内陆

城市，在跨境电商综试区逐步扩围

的过程中，也能实现快速突破。 施

展能力的“舞台”多了，发展空间大

了，自然有更多外贸市场主体参与

进来， 进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也

自然有越来越多中国品牌能够走

出国门，为产业转型升级创造更多

新机遇。

不过， 一些新扩围的内陆地

区，在跨境电商领域还存在不少问

题，比如物流费用仍然高于沿海地

区，又比如缺乏既懂外贸又懂跨境

电商的复合型人才等等。 因此，接

下来要继续加强对跨境电商的支

持力度，如优化中欧班列、国际贸

易陆海新通道等跨境电商国际物

流通道， 鼓励跨境电商企业发展、

鼓励建设和引进跨境电商平台、支

持建设跨境电商产业园等，促进跨

境电商在政策支持下成为稳外贸、

促消费的又一重要抓手。

（臧梦雅）

跨境电商

在聚合中实现新突破

竹山县依托独特绿松石资源，全力打造绿松石百亿产业集群，大力培植绿松石市场主体。

近年来， 竹山县

探索开启“直播 + 电

商”新型销售模式，为

竹山绿松石百亿元产

业建设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