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 代 服 务2016年7月15日 星期五10

提起供销合作社，很多人记忆犹新，
忘不了那个年代“大姑娘喜欢的小花布，
小伙扎的线围脖。穿着球鞋跑得快，打
球赛跑不怕磨⋯⋯”在 60 多年发展历程
中，供销社创造过辉煌，也陷入过低迷；
依靠改革解决了很多问题，但仍然面临
很多新问题。日前，全国供销合作社综
合改革试点推进暨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会
议在广州召开。会议总结了综合改革以
来，供销社系统出现的积极变化和取得
的经验。一年多来，供销社发展活力、经
济实力、为农服务能力有了显著提高。
2016 年 1 至 4 月，供销社系统实现销售
总额1.25万亿元，实现利润70.9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11.8%和6.6%。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
理事会主任王侠说，在经济发展新常态
下，供销合作社系统将始终坚持为农、
务农、姓农，把为农服务作为一条主线
贯穿到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全过
程，推动供销合作社由流通服务向全程
农业社会化服务延伸，向全方位城乡社
区服务拓展，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
好处。

解决农产品“买卖难”

日前，记者来到山东高密市供销京
东线下体验店，琳琅满目的商品映入眼
帘，这里有农民们生活中必需的柴米油
盐，也有大件的家用电器，如冰箱、洗衣
机、微波炉等商品。同时，村民们还可
以在供销社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线
上线下结合的一站式购物，享受到家
电、家具的配送、安装等服务。

“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是供销合作
社当务之急，任务艰巨而紧迫，全系统
必须要打赢这场硬仗。”王侠表示。《决
定》提出，要“顺应商业模式和消费方式
深刻变革的新趋势，加快发展供销合作
社电子商务”。在此背景下，去年 11 月，
供销总社全国电商平台“供销 e 家”正式
上线。“供销 e 家”利用互联网手段实现
供给与需求有机对接，有效解决了农产
品“买难卖难”问题。

中国供销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刘国生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农
产品不同于工业品，其具有季节性强、
集中上市、分散经营、标准化程度低等
特性。因此，发展农村电商不能简单照
搬城市电商的发展模式。

“供销合作社深耕农村市场 60 多
年，了解农民缺什么、要什么，可以有针
对性地提供生产生活服务。”中华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邹天敬告诉记者：

“供销社的优势在于供销并举、双向流
通、综合经营，既要把日用消费品、农业
生产资料供应下去，又要把农副产品、
再生资源收购销售出来，不仅是供给
端，还是需求端、销售端，是真正为农服
务的农村电商。”

截至目前，“供销 e 家”已上线产品
2.5万多种，其中 90%以上是农产品。江
西、四川、贵州等一些贫困山区的特色
农产品，通过供销社电商平台销售打开
了销路，促进了农民增收。

此外，供销合作社大力推进农产品
市场体系建设，在主产区、主销区和集
散地新建和改造 300多家农产品批发市
场，目前全系统农产品市场总数达 1100
家，其中年交易额亿元以上的批发市场
占全社会 20%。同时，引导社有企业、
农批市场、连锁超市与新型经营主体对
接，建设标准化和规模化的原料生产基
地，发展订单农业，推进多种形式的产
销对接。

为打工农民管好土地

山西省潞城市潞华办事处五里后
村的几十亩耕地里，一台旋耕机正在往
来运作。“往年这个时候，家家户户都忙
着种地。而现在，我们把土地托管给了
供销社，由他们全权负责，我们只管放
心外出挣钱。”村民王明惠说。

“土地托管既保证了农民对土地的
承包权、经营权和收益权，又能充分发
挥供销社综合服务优势，提高农业效
益。”潞城市黄池供销社主任王斌说。

今年，黄池供销社与汾酒集团沁县
晋汾高粱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 5000 亩
高粱种植订单，通过订单农业带动农民
增收致富。下一步，潞城供销社将采取
大田托管、代耕代种、股份合作等多种
方式，为农民和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提供农资供应、配方施肥、农机作业、收
储加工等系列化服务，助推农业现代化
发展。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
速推进，越来越多农民走出农村来到城
市工作生活，“谁来种地”问题尤为突
出。“供销社根据农业生产发展实际和
农民需要，推广土地托管服务模式，既
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又避免了土地
流转中的‘非农化’‘非粮化’问题，深受
农民欢迎。”王侠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土地托管后被统一管理，降低了农
业生产成本、提高了粮食产量，最主要

的是保证了农民的收益。经测算，通过
代种代耕、统防统治、烘干收储等托管
服务，小麦、玉米平均每亩节支增收 400
元左右，经济作物还要更高。

目前，供销社土地托管项目已发展
到 全 国 20 多 个 省 份 ，托 管 面 积 超 过
6000 万亩，预计 2016 年全年将达到 1
亿亩，托管品种也由大田作物向林果、
蔬菜等经济作物拓展。王侠表示，对于
基础条件好的地区，要大力推广托管、
半托管、代耕代种等服务模式，为各类
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规模化、系列化服
务；暂时不具备条件的地区，要选准突
破口，在农资供应、配方施肥、统防统
治、烘干储藏等一个或几个环节开展有
针对性的服务。

基层供销社是供销系统跟农民联
系最紧密也是最直接的组织，农民在生
产中遇到了问题，基层供销社可以在最
短时间内帮助解决。在过去的 3 年里，
供销社新建基层社 8664 家，总数达到
2.8 万 家 ，乡 镇 覆 盖 率 由 56% 提 高 到
85%；农民合作社达到 14.7万家，发展合
作社联合社 5600 家，占全国联合社总
数的 78%。这使得供销社与农民之间的
联系更加紧密，为农服务能力也得到了
提升。

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牛蹄镇，地处
陕南山区，曾是当地出了名的贫困镇。
镇党委书记杨运杰形象地用 3 个“60%”
和 3 个“最”来形容过去的牛蹄镇：撂荒
地占 60%、贫困人口占 60%、25%以上坡
地占 60%；离城区最远、基础设施最差、
小镇劳务输出人口最多⋯⋯多年来，种
地难、脱贫难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当地政
府和村民。

针对省内很多像牛蹄镇一样的贫
困乡镇，陕西省推行了“政府（供销社）+
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通

过引导贫困户土地流转、入股经营、就
地打工等形式，壮大特色产业，带动农
民脱贫致富。

回乡创业的企业家陈鸿昌告诉记
者，2012 年，他和团队在牛蹄镇建设了

“京康现代农业园区”，园区依托陕西供
销企业集团的融资平台和全国销售网
络，努力实现一二三产业和茶旅融合，
提升京康现代农业园区的辐射带动能
力，增加贫困户收入。目前，该产业园
实现年产值 4.8 亿元，带动当地 1500 余
农户发展种植养殖业和旅游服务业，
3000 多名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成为新
型农民和产业工人。年户均收入 27300
元，人均增收 6825元。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发展现代
农业、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近年
来，供销社系统立足贫困地区优势特色
产业，通过领办专业合作社、发展规模
化种养等方式，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
业优势、经济优势，特别是对建档立卡
的贫困农户，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精准服
务。实施电商扶贫行动计划，帮助把贫
困地区特色优质农产品卖出去，努力担
当 政 府 扶 贫 工 作 的 载 体 ，促 进 产 业
发展。

同时，供销社对现有农产品加工企
业进行改造提升，创造条件兴办新的农
产品加工企业，特别是在产地建设一批
中小型农产品加工企业，促进农产品转
化增值，带动农民就地转移就业，促进
农民增收致富。

此外，供销社发挥供销合作社综合
服务优势，为农民合作社、专业大户、家
庭农场，提供信息、营销、技术、农产品
加工储运等服务。引导社有企业、农批
市场、连锁超市与新型经营主体对接，
建设标准化和规模化的原料生产基地，
发展订单农业，推进多种形式的产销对
接。引导科研院所、职业院校、行业协
会结合自身实际，在质量检测、标准制
定、商业模式推介等方面发挥作用。

供销社综合改革一年多来，“为农”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

“ 升 级 版 ” 供 销 社 在 干 啥
本报记者 常 理

前不久，有个餐饮行业的展会

在北京举行。笔者乘兴而去、扫兴

而归，感觉这类展会如同“鸡肋”。

所谓的行业展会，却像摆地摊

一样杂乱无章。杂的是缺乏知名品

牌，展品品质可疑；乱的是餐饮业的

展会却混进了VR、家电、保险等企

业的展位，与主题格格不入。

事实上，这并非孤例。笔者曾

参观过各种主题展会，有的内容丰

富，但也有不少展会，管理和服务

水平不高。“糖酒会垃圾遍地秩序混

乱，会展俨然变成摆地摊”、“铜川

体育场内‘黑展会’秩序混乱，被

查后不停业”，这类新闻屡见报端。

会展业被称为 21 世纪朝阳产

业，对调结构、扩消费、聚商气等

有巨大作用，会展经济因而成为各

地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受到各地各

有关部门的重视。

近年来，我国会展业蓬勃发

展，展馆面积建设创新高。我国已

成为会展大国，但距会展强国的目标

还有差距。目前，会展业“小、散、

乱”现象比较普遍，缺乏真正有影响

力的会展品牌。曾有业内人士吐槽，

我国组展商数量繁多，大大小小展会

也不少，但许多展览的规模都在1万平方米以下。过度竞争使

得许多公司和机构把大部分资金和精力都放在了拉展和拉参

展商上，无暇顾及对展览专业观众的组织和对参展客商的服

务，导致展览效果大打折扣。此外，展馆建设布局不合理，

场馆利用率普遍偏低，从业人员素质也有待提高。从行业组

织结构看，与庞大的展馆数量相比，组展商、搭建商、物流

公司等服务于展览产业的公司发展相对滞后。

值得注意的变化是，我国会展业已告别高速发展阶

段，进入高位平稳发展阶段。数据显示，2015 年我国共

举办 3168 个展览会，展览会总面积约 8900 万平方米。展

览会总体规模继续扩张，但增长率仅为 1.2%，增长步伐

明显放缓，精耕细作逐渐成为展览业发展“新常态”。

笔者认为，会展业企业、从业人员要摒弃急功近利的

思维定势，以“工匠精神”打造会展品牌。会展业尤需树

立为参展商、观众服务的意识，提高会展产业化、专业

化、组织化水平。要以精细的管理、良好的服务为行业树

立标杆，通过专业的设计、策展，凸显展会的品质，同时

使用绿色耗材，传递绿色展会理念，影响大众的生活。只

有让观众看了还想再看，让展商来了还想再来，一个精品

会展才算成功，会展品牌也才有持续生长的力量。

外卖、手机点餐、优惠买单等 O2O 服务发展迅速——

餐饮业“触网”须破服务“痛点”
本报记者 崔国强

近日，全球知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
锡发布了《2016 中国数字消费者调查报
告》。报告显示，消费者对 O2O 服务的品
质和便利普遍十分看重，尝试 O2O 服务
后，消费者的餐饮支出增加了 65%。近
日，记者走访了多家餐饮企业，发现他们
正大力加强与互联网平台合作，提升服
务，拓展市场。

对于一家生意非常火爆的烤肉店来
说，服务员接待客人并帮助客人烤肉时
一般同时只能服务 1 到 2 桌，高峰期时，
根本忙不过来，姜虎东白丁韩式烤肉天
津店负责人尹海萍告诉《经济日报》记
者，通过上线美团大众点评的“手机点
餐”，这个难题解决了。“按照传统的点餐
流程，客人点餐需要服务员记录，一般点
餐需要 10 分钟以上，上线手机点餐后，
客人扫码即可点餐，还可以多人点餐，服
务员无需介入，只需上菜和帮忙烤肉即
可。点餐系统节约人力，提升了翻台率，
对推送菜品有很大帮助，营业额涨了很

多。”尹海萍说。
上海韩国料理店“7 年 8 班”同样通

过上线“手机点餐”提升服务水平。据该
品牌总监刘和平介绍，餐厅配备 5 名前
厅服务员负责点餐、上菜、加菜、烤肉、买
单、清台等服务，原来每位服务员负责至
少 5 桌客人，高峰期压力很大。“去年上
线‘手机扫码点餐’项目后，现在餐厅近
80%的点餐、加菜、买单都通过顾客扫码
自助完成。使用手机点餐前平均点餐时
间为 12 分钟，使用手机点餐后为 8 分钟，
买单时间也由 3 分钟降为 1 分钟。”刘和
平说。

随着外卖市场逐渐火爆，如何将堂食
和外卖紧密结合是餐饮企业思考的重要
问题。在汉拿山集团执行副总裁朱璞看
来，到店业务与外卖业务存在互补关系，
需要满足消费者在不同场景下的需求。

“影响堂食用户体验的因素有很多，包括
服务、环境甚至餐具、菜单，这些因素甚至
超过食品味道本身，但外卖的用餐场景很

多是办公地点，因而其需求是简单、速度
快、味道好。”朱璞表示，因此，汉拿山在菜
单设置上兼顾了线上线下消费者的不同
特点。线下服务全面、产品线长，注重满
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线上菜单则经过了
精筛细选，既要保证销量高、符合大众口
味，又兼顾考虑烹饪时间和储存的便利
性。“汉拿山每个季度都会根据外卖平台
上的销量、评价对外卖菜品进行筛选，保
证留在线上的都是最适合外卖用餐场景
的品类，在竞争激烈的餐饮 O2O 企业中，
目前汉拿山开设的 265 家店全线接入外
卖，外卖订单量增长率达到 20%以上，年
底计划开70多家新店。”朱璞说。

在大快朵颐之后，如何实现快捷的
支付也是餐饮消费的“痛点”。在长期分
析消费者需求基础上，美团大众点评推
出了优惠买单、闪惠产品。

美团大众点评到店餐饮事业群运营
支持部负责人詹琼向《经济日报》记者介
绍，传统意义的团购中，消费者需要提前

购买代金券，在消费结束后根据消费金
额使用现金补差价，而优惠买单采用消
费后实时支付的方式，消费者结账时在
美团 APP 中输入消费金额，用线上支付
即可完成消费，支付过程中，消费者可自
动享受团购价格，不必再用现金支付差
价，有效减少了消费者提前买券、抄券、
验券、付零等一系列环节。

当前，美团大众点评优惠买单已经
覆盖全国近 5300 个城市的 1180 万商
家，包括金百万、豆捞坊、将太无二等知
名商家。由于优惠买单的体验更为便
捷，且在促销期间有额外的优惠，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用户尝试。据南京市餐饮企
业黔南云川负责人介绍，端午节期间，借
助优惠买单功能，店铺的日流水由平时
的不到 1 万元迅速提升至近 5 万元。“希
望优惠买单在接下来的发展过程中，除
了可以继续为商户吸引线上客流、进行
会员管理外，还能提供线下收单服务。”
该负责人表示。

深圳：

首批车辆底盘检查“机器人”上岗
本报记者 杨阳腾

本版编辑 李 景

“全向车底盘检查机器人”日前在深圳皇岗海关货运查
验现场和旅检小车查验现场正式启用。这是全国海关首批
启用的底盘检查机器人，目前正在深圳、珠海、东莞和哈尔
滨进行试点运行。

机器人检查汽车底盘靠谱吗？查验效果如何？带着这些
疑问，记者来到深圳海关实地采访。在皇岗口岸，记者看到一
辆深港两地牌照货柜车申报空车入境，海关关员发现车辆底盘
有异常状况需要检查。由于嫌疑位置位于车底，全向车底盘检
查机器人派上了用场，半个小时后，车辆底部完全检查完毕。

在皇岗海关，关员每天查验的客货运车辆超过 500 辆
次。传统的车辆车底检查过程中，查验关员需要平躺在一
个平板车上，由其他关员推入车底进行检查，费时费力。

在海关总署的部署下，深圳海关实施“科技强关”战略，
不断强化科技应用，探索用机器代替人力，提高把关服务的
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而全向车底盘检查机器人的启用，不
仅节省了人力，降低了关员的工作强度，还使查验过程更为
高效和快捷。据初步估算，以往人工车底检查至少需要 40
分钟以上的时间，而全向车底盘检查机器人启用后至少可
以节省四分之一的查验时间。守法企业得到了通关便利，
而海关也能够将有限的监管力量集中到嫌疑车辆上，提高
监管效率，真正实现“既快又严”。

此外，全向车底盘检查机器人的功能还不只限于进出境
车辆的车底检查这一项，它还可以用于大型货架的底层空间
检查，甚至在可能出现危险物、辐射物质的场合下，进入到传
统设备难以进入的区域进行作业。

据悉，截至 6 月底，皇岗海关各现场已利用全向车底盘
检查机器人查验车辆近 100辆次。

6 月 29 日，工作人员在宾川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

一站式服务窗口工作。当日，云南省宾川县电子商务公共

服务中心暨滇西电子商务创业园挂牌开业。该县通过服务

平台，实施完成一体化电子商务进农村计划，以实现农商对

接聚集效应最大化。 新华社记者 陈海宁摄

会展莫要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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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高密市供销京东线下体验店内，工作人员在为村民介绍商品

使用方法。 本报记者 常 理摄

▶“贵农网”玉屏县朱家场镇电商服务站里，农民出售农产品。（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