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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牛村口，记者拿手机扫描巨大的
“ 淘 ”二 维 码 ，屏 幕 显 示 一 行 英 文“I
LOVE IT”（我 爱 它），这 个“ 它 ”是 什
么？绿色中星星点点的橙色让答案呼之
欲出：一家家企业外墙上橙色的淘宝吉祥
物“淘公仔”，橙色的标语“让天下没有难
做的生意”、“我们是快乐的淘宝人”，甚至
连橙色的垃圾桶上都被印上天猫商城的
黑猫标志。

它，就是网购，靠着小小的山核桃打
开销路，白牛村被称为“坚果淘宝第一
村”，这个仅有 551 户农户的小村庄开出
了 56 家网店，其中 4 家 2014 年销售额超
过 2000万元，全村电商销量突破 2亿元。

和全国其他 211 个已经休息准备过
年的淘宝村不同，按照临安申通昌化分公
司总经理葛云炎的说法，因为坚果是重要
的年货，现在白牛村正处在一年中最繁忙
的时候，“比‘双 11’忙多了，我们现在每天
3辆 7.6米长的车要跑六七趟，每辆车上都
能装 1000 多个包裹。”的确，走在初春温
暖的阳光下，白牛村的大街小巷里几乎看
不见什么人影，人们都在忙碌着。

三代网商的不同“破冰”路

作为白牛村的第一个网商，36岁
的潘小忠刚开网店时被爸爸拿凳子
打过，因为嫌他不务正业，“没听说过
坐在电脑前也能赚钱”；30岁的方强
开网店时爸爸“赞助”了50万元，因为

“要做就要个大的”，除了开店，他还
开了自己的加工厂；23岁的汪超开网
店时爸爸也不愿意，因为“我们夫妻
俩一直给网店打工，知道电商是怎么
回事，这个工作太辛苦”。3位爸爸的
态度，体现出普通农民对网购从陌生
到了解的过程，3位年轻网商的故事，
则画出了这个盛产山核桃的小村庄
一条向上的电商之路。

采访“白天实在忙不过来”的潘小忠
时已是晚上 8 点，兼做库房和厂房的三层
崭新白色小楼在夜色里格外引人注目。
小楼门口也竖着二维码，扫一扫就进入了
潘小忠的淘宝店“山里福娃”，店里最畅销
的 一 款 山 核 桃 仁 ，一 个 月 已 经 销 售 了
29582笔。

在 2007 年开网店以前，潘小忠一直
在绍兴卖坚果，“但房租越来越高，生意不
好做，我想不如试试网上。”2007 年，淘宝
全网交易额仅有 433 亿元，不到 2014 年

“双 11”一天交易额的 80%，那是网购的萌
芽时代。

600 斤碧根果的销量，让他兴奋得整
整一宿没睡着觉。2007 年潘小忠一共赚
了 1 万多元，然后就是销售额 200 万元、

500 万元、800 万元，“一年一个台阶”，直
到 2013年的 2000万元。

7 年网店，潘小忠眼看着电商开始给
这个村子涂上新的色彩。“最早的时候去
收山核桃，一家才几百斤，现在随便一家
都有几千斤，农民连过去种菜的地都种上
了山核桃。”电商让农民把真金白银揣进
兜里，2007 年，白牛村的村民人均收入不
足 1万元，2014年已达到 22600元。

“不过今年感觉特别累。”潘小忠告诉
记者，“好像到了 2000 万，再也上不去
了。”“累”，原因之一在于网购的生态发生
了变化。“2013 年我还有 6 个专职客服，现
在只有 2 个，大家的价钱都降到了最低，
顾客也没什么可问的。”价格战让现在的
一单只能赚几元钱。但更重要的原因是
——“不懂”。潘小忠把自己比喻成“全科
赤脚医生”，所以他没有天猫店，也不在其
他电商平台开店，“淘宝的活动也越来越
复杂了，有点搞不明白，去年只做了几次

‘聚划算’。”
他的解决之道是“抱团取暖”。“已经

和村里 3 家大的电商达成协议，今年开始
分工合作，我专门负责收购，一家负责仓
库，一家负责客服运营图片，3 家的钱合在
一起，一下能吃进 2 万斤原料，能把成本
降下来一块。”潘小忠说，如今白牛村的电
商做成了“名牌”，几家银行都主动来找他
贷款，给了他 100 多万元的授信，“钱不是
问题，重要的是人。要是有人懂运营，能
帮我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我愿意分给他股
份。”

潘小忠送记者出来，院子里停着他的
两辆车，1300 多平方米的厂房也是去年 8
月新盖好的，看着自己赚下的“家当”，他
说：“我要感谢马云。”

采访方强时，耳畔一直响着有节奏的
“呲拉呲拉”声，那是工人们打包时撕下胶
带的声音。销售高峰虽已过去，现在方强
的“林之源”天猫旗舰店每天还要发出
1000 多个包裹。方强 2007 年开了淘宝
店，2010 年转战天猫。“想做大，天猫意味
着你是有资质的厂家。”

和潘小忠的工厂只能进行坚果分装
不同，方强的林之源食品厂能从炒制的生
产环节一路做到加工。除了自己卖，方强
还为村里其他的网店卖家提供代加工服
务。“现在代工的能占 60%。”“插手”生产
环节，不仅让质量更有保证，也增添了新
的盈利点。方强的想法和潘小忠有所
不同。

激烈的网商竞争同样让方强感到了
压力，但他的方法有所不同。“现在网购客
户越来越看重体验，要想办法留住老客户
的心。”在每一个包裹里，方强都放上了浅
黄色的果壳袋和印着自己店名与商标的
湿纸巾，让顾客吃完擦手用。“把每一个细

节做到位。”方强还告诉记者，村里的电商
协会也正在协调大家的价格，希望在坚果
销售上订出个“白牛价”，“避免我们自己
打起来，现在不能内耗。”

方强的“偶像”是坚果电商第一品牌
“三只松鼠”，学习“偶像”，他为“林之源”
注册了商标，除了淘宝店，他在京东和 1
号店都有店铺，还在诚信通和微店批发给
零售卖家，“我有工厂，总是好一点。”

23 岁的汪超在开网店这件事上却不
是新手。他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的就
是电子商务专业。还没毕业时，他就接管
了叔叔的网店，一年多时间，将“逸口香山
核桃”从三皇冠做到五皇冠，去年销售额
达 600多万元。

专业训练为汪超积累下经验和能力，
潘小忠和方强都要花钱请人当美工，但在
汪超的店里，所有网页和图片都是他自己
做的。他也养成了每天扫一遍淘宝和天
猫的各种官方账号和论坛的习惯，“看它
们最近有什么活动，有没有什么调整的规
则。”汪超拿出一款坚果礼盒参加了今年
的“年货节”，一天里就卖出了 2000 多
个。“不怎么赚钱，但能带进流量，客人在
店里未必只买这一款。”

和老网商不同，年轻的网商开始在店
里用上了各种软件。“有管理客服的，有促
销软件，可以自动给老客户打折，还有专
门改邮费的软件，你可以设置哪些省份包
邮，或者买够多少钱包邮。”汪超说，在这
些软件上，他一年要花几千元钱。“但提高
效率，就是降低人工成本。”

汪超的同学大多留在杭州，成了各家
天猫店的客服。“平时也经常和他们‘取
经’，听听他们怎么做活动，主管又怎么管
理他们。”汪超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他
计划去拜访这些大店，“农村淘宝店，做到
中层还可以，再往上就要懂管理，得去看
看大品牌们怎么运营。”汪超还打算仿效
这些店的做法，引进一套发货流程管理系
统，“拿扫描枪一扫，就能将记录重量、详
单、快递单号输入系统。”

潘小忠曾跟记者说，有时候遇到“威
胁”店里不补偿几十元钱就给差评的顾
客，也“只能认了”，但汪超的选择是说

“不”。“这些人都是职业差评师，一个得手
了，就会有人跟来，他们真要给差评，我就
把聊天记录上传给淘宝。现在作网店压
力很大，但对新卖家也是机遇，赢家要吃
透游戏规则。”

公共服务改变农村电商

白牛村的电商协会为方强们制
定“白牛价”和帮助电商们与快递公
司谈价钱，还帮助白牛村的网商们对
接上了临安市的公共服务平台。村

委会也正在对电商产业进行统一规
划，提供基金支持大学生回乡创业，
筹建一个更大的仓储中心。公共服务
改变了农村电商单打独斗的“弱势”。

上午 11 点，昌化镇丽景路上的临安
申通昌化分公司门口，一辆辆面包车已经
开始卸下他们今天从网店揽收的第一批
包裹。这些包裹将会被放上一个蓝牙秤，
拿一个手机大小的手持 POS 机一扫，重量
和单号就会自动关联，然后算出运费，再
自动合计出来传给商户。葛云炎说，他的
生意主要来自白牛村的网商，“最近每天
都要收 1 万多个包裹，派送件只有 400 多
个。”

为方强们制定“白牛价”和帮助电商
们与快递公司谈价钱的，都是白牛村的电
商协会。走进村委会旁边两层楼的电商
协会，秘书长张青正在帮村民童国富在
网上买一个 99 元钱的拖把。“我们不仅
是为电商服务的协会，也是为村民服务
的电商服务站。”张青拿出一份 4 页纸的
单子，上面有村民请他代购的商品详
单，从几元钱的鸡精到 2000 多元的抽油
烟机。“村里有些没电脑或者不懂网购的
人，看这么多人在网上买东西，也觉得
网上买东西一定价廉物美。”从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服务站“开张”，1 个多月时间
里，代购金额已经突破了 3万元。

帮助买，让村民更方便；帮助卖，
则让公共服务改变了农村电商单打独斗
的“弱势”。“电商协会主要就是帮着网
店形成合力，做他们自己做不了的事，
比如协调价格、跟快递谈合作。”张青告
诉记者，电商协会还帮助白牛村的网商
们对接上了临安市的公共服务平台。“我
们现在请专业摄影师到村里来拍摄产品
图片，找美工来为各家制作图片和网
页，过去一个详单页要 280 元，‘打包
价’只有 50 元。”张青还告诉记者，在
今年上半年的淡季，他们还计划从淘宝
请老师来为电商培训，“手机已经是第一
大上网终端，要告诉我们的网商，移动
互联网时代，他们还能做什么。”

白牛村村委会主任公仲木说，村里正
在对电商产业进行统一规划，“一方面支
持大学生回乡创业，销售额头一年超过 5
万元，村里提供 3 万元创业基金，去年有 3
名大学生拿到了这笔钱；一方面还要解决

‘卡脖子’的问题，电商集中反映仓储用地
不足，村里计划在 2015 年上半年调换一
些土地，建一个大的仓储中心。”

“我们那一届高中有 3 个人考上了大
学，毕业以后，一个当了法官，一个当了护
士，只有我回到了农村。”28岁的张青逗着
女儿，把鼠标放在女儿稚嫩的手里，“可是
在这里我能做的事，不比他们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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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牛村采访，一个场景让记者印象深刻，几乎没

有人家有空调，家家都还在用最老式的火盆取暖，但每

个和电商有关的采访对象，手里都拿着价值不菲的苹

果手机。电子商务改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工作模式，

也改变着他们的消费观念和思维方式。

比如村里的老人告诉记者，过去白牛村人最骄傲

的工作就是出国务工，“每年精挑细选几个人，干 3 年

能拿回来十几万、二十万元，全家都高兴死了。”但现在

村里的出国务工介绍点已经许久没有生意，回家做电

商收入更高，家里也更放心，“连大学生一毕业都赶紧

回来了，村里几乎没有在外面工作的人。”再比如他们

在穿着打扮上也越来越像城里人，因为习惯了网购，

“很多东西临安都不一定买得到。”张青手里有一双时

髦的黑色长筒靴，是她帮村民代购的，但号码有点不合

适。“那也不要紧，回头放在协会，过不了几天就能卖

掉。”

但与此同时，记者也深刻感受到农村电商未来还

有巨大的上升空间，和卖户外用品的北山村、卖板式家

具的沙集镇这样全国闻名的工业“淘宝村”相比，白牛

村这个卖农业特产的“淘宝村”主要还是“靠山吃山”，

在产品设计和生产环节所做的，基本还与线下零售商

别无二致，只是将销售搬到了网上，缺乏决定性的竞争

优势。他们迫切需要研究制定质量标准、对产品精深

加工，建设区域品牌、引进新的信息化管理技术，甚至

从整体上对整个电商行业进行远期规划。

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最关键的还是“人”。包括美

工、摄影、运营、移动互联网，都缺乏必要的人才储备，

公共服务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从长远来看，依然需要

“输血”和“造血”，毕竟像汪超这样的新生力量只是少

数。对于白牛村的农村网商们来说，想要在“价格战”

的红海中树立自己的竞争优势，不仅需要引入专业人

才，对原有各环节进行系统培训，还应该考虑与专业第

三方服务商合作。单店 2000 万元的销售额，这个体量

不算小，完全可以寻求一些社会化资源的引入。

火盆与苹果的故事，勾勒出农村电商一幅最鲜明

的画面，但我们更期待农村电商的明天，能够在发展水

平上，从“火盆”向“苹果”靠拢。

火盆与苹果的“变奏”
陈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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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经济日报》
记者从浙江杭州一路向西
行至临安市昌化镇，100
公里的车程都被一片深深
浅浅的绿包围着：山间蓊
蓊郁郁的竹林，田间展开
新叶的青菜⋯⋯江南乡间
最典型的初春景色。突然
之间，一个巨大的二维码
映入眼帘，旁边是一个鲜
艳的橙色大字：“淘”，白牛
村到了。

白牛村被称为“坚果
淘宝第一村”，这个仅有
551户农户的小村庄开出
了 56 家网店，其中 4 家
2014 年销售额超过 2000
万元，全村电商销量突破2
亿元。

我们将白牛村的网商
和他们身边的人作为样
本，来寻求几个问题的答
案：农村电商到底改变了
什么？赋予了什么？未来
的路又要怎么走？

春运期间，广州南站的运载量比较大，车次

比较密，大约三四分钟就有好几趟车进站，每趟

车有 15 分钟的放客时间。车次密、时间短，加

上旅客们归家心切，就容易导致检票口外同时

有好几趟车次的旅客队伍挤在一起。有时还未

开始检票的旅客队伍将正在检票的旅客入口堵

住，从而造成进站混乱、滞后。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广州南站加派人手，

在每个检票口 4 个闸机位处，安排 4 名客运人

员、2 名警察维持秩序。在入口外不远处，站

里划定警戒线，请尚未检票的候车旅客在警戒

线外排队候车，避免堵塞正在进站旅客的进站

通道。同时还配备了 6 人突击服务队，在客流

高峰期或重点旅客需要帮助时，协助客运人员

工作。

今天有名候车旅客，带着很多行李堵在检

票口闸机旁边，导致正在进站的旅客检票无法

顺利通行。我们立即和该名旅客进行沟通，对

方以行李太多为由拒绝挪位。我继续对旅客进

行沟通劝说，并且请工作人员帮他将行李运送

到警戒线候车旅客队伍中摆放整齐，这才缓解

了检票口一时的堵塞。

我们也希望能够得到乘客的理解和配合，

共同维护良好的进站乘车秩序，使得大家都能

尽快踏上返乡旅程。

（本报记者 祝君壁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