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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令 青 团

如何“长青”
吉蕾蕾

对于北京白领刘敏来说，刚刚过去的清明小长
假，最让她念念不忘、垂涎欲滴的就是在上海南京西
路尝到的青团。“排了 1 个多小时的队才买到 2 盒咸
蛋黄肉松青团，刚出蒸锅的青团油绿如玉、清香滑
糯，一口下去，大大的满足感油然而生。”刘敏一边回
忆着青团的美味，一边向朋友介绍小长假去上海度
假买青团的感受，“别说排 1 个小时队，就是排 2 个
小时也必须尝一尝”。

刘敏所说的青团，是江南一带清明节的一种时
令小点心，因色泽青绿得名。青团的制作很简单，是
用艾草、浆麦草等野菜捣烂后挤压出汁，将绿色的汁
水加入晾干后的水磨纯糯米粉中拌匀，然后包上事
先备好的豆沙、荠菜等，再把制作好的青团坯垫上一
小块竹叶放入蒸屉加热，便做成了青团。

青团，又称清明果。在江南一带，清明时节吃青
团的风俗由来已久。最早，青团是农村地区用来祭
祀的一种食物，后来演变成清明时节的一种民间传
统小吃。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将品尝青团称作“尝
春”，轻咬一口，唇齿留香，满是春天的味道。

敏锐的糕团店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商机。每到
清明前后，上海、杭州、南京等各大糕团店都会陆续
推出各种口味的青团。去年，上海老字号杏花楼推
出了新口味咸蛋黄肉松馅，让老青团一下子变身新
网红。据统计，去年杏花楼依靠这个创新单品创下
1000 多万元的销售奇迹，销售高峰时更是一度要排
队 6小时才能买到。

青团网红，今年的火爆势头更是有过之而无不
及。杏花楼食品餐饮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自 3 月 1 日至 3 月 30 日，咸蛋黄肉松青团的营业
额已经较去年同期翻了一倍多。为了满足更多消费
者需求，今年将原本一人限购 2 盒（12 只）调整为一
人限购 4盒（24只）。

上海王家沙餐饮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重亮
说，为满足消费者强烈的购买需求，王家沙总店的
几十位糕点师傅分成白、夜两班，24 小时制作青
团，“青团的销售时间主要就是清明前后两个月，
今年清明小长假的销售总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25%
以上，预计今年的总销量将超过 300万个”。

青团虽然是一种传统食物，但为了使其更符合
现代年轻人的口味，每年清明节前两个月，各大糕团
店都会发动全店师傅推陈出新。细数今年青团市场
上的口味，除了传统的艾叶细沙青团、山楂细沙青
团、马兰头青团，火锅青团、榴莲青团、樱花青团、芒
果青团等一批新口味也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尝鲜。

不过，受制于原料——艾草、浆麦草上市时间较
短，且保质期有限的缘故，青团也难逃中秋月饼、端
午粽子的命运，还有两周左右的时间就要下市了。
有业内人士建议，青团要“长青”，除了创新馅料，在
如何延长艾草汁、浆麦草汁的储存时间上也要想想
办法，甚至利用农业科技种植出反季节麦青植物，让
青团不再是清明时节的“专利食品”。

对于“长青”，仅吃过一次青团的刘敏有着自己
的见解。“清明时令，天朗气清，正是踏春赏花的好时
候，青团恰恰是抓住了这不期而遇的春之味觉，才会
如此畅销受追捧。”刘敏坦言，如果通过农业科技让
青团变成一年四季唾手可得，青团之于清明时令小
点心的意义也不复
存 在 了 ，“ 时 令 食
品，还是忠于本真
的好，青团‘长青’
的重要意义就是要
年年青、长久青，这
也需要糕团店铺对
产品质量、配方的
朝夕钻研，这样才
能 真 正 做 到 青 团

‘长青’”。

《百姓生活》主编 许跃芝

责任编辑 来 洁 梁剑箫

美术编辑 夏 一 吴 迪 高 妍

邮 箱 jjrbbxsh@163.com

网购正在改变乡村百姓生活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轶辰

“要想富先修路”，这样的标语前些
年无论是在农村的公路两旁还是乡村
小道的建筑墙壁上，随处可见。然而，
近几年，这些标语已悄然变成“要想生
活好，就要上淘宝”、“老乡见老乡，购物
去当当”、“发家致富靠劳动，勤俭持家
靠京东”等等。如今，从村头到指头，网
购正在改变着乡村百姓的生活。

今年“一号文件”首次将推进农
村电子商务发展作为单独一章提出，
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工流通企
业与电商企业全面对接融合，推动线
上线下互动发展。无论从市场环境还
是国家政策，农村电商都迎来了重要发
展机遇期。不过，受制于基础设施、地
理环境等情况的限制，目前农村电商
的发展就像刚刚学走路的孩童，步履
蹒跚。

发展速度远超预期

通过互联网，把当地山货卖得火
爆，这让从照相师傅转行药材网商的张
文伟在陕西汉中洋县这个国家级贫困
县出了名。2008 年，张文伟在县城开
了一家照相馆，生意一直冷清，于是从
2014 年他试着改行做起了电商，到当
地农村收购中药材后在网上销售。经
过两年摸索，2016 年他的淘宝店已经
做 到 了 四 颗 蓝 钻 ，年 收 入 达 100 多
万元。

在洋县的梨园大道上，有一座“特
色中国洋县馆”，这就是陕西周大黑电
子商务公司 O2O 体验店。200 多平方
米的店内展示着当地各式土特产品，展
厅背后的办公区内，工作人员在电脑前
忙着接单、发货。

“黑米是洋县特色农产品，也是抗
衰老的健康绿色食品，但是传统的销
售渠道很难让外界知道。”体验店创建
者、陕西双亚有机农业集团董事长周
亚刚告诉记者，原来市场上没有黑米
茶这类产品的销售，通过电商平台，我
们把农民种植的优质产品推介出去，
如今这些健康绿色食品在市场上已有
了一席之地，并获得好评，每天都能收
到大量订单。

洋县农产品电商的发展只是我国
农村电商大潮中的一个缩影。“农村电
商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共
青团陕西省委农工部部长魏延安说，商
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16 年，农村电商
商品交易额 8900亿元，加上 2800亿元
农资电商，农村电商整体已经超过一万
亿元。“不要说农村电商不挣钱，发展不
现实，现实是根本挡不住年轻人的创业
热情和资本冲动。”

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对农村电商
的欢迎程度也大大超出预期。在山东
某淘宝村，一位 69 岁的大爷被称为

“一指禅”，因为他全凭自己摸索学会
了用一个指头打字，在网上熟练回答
客户的问题。在陕西武功，60 多岁的
大妈非常熟练地在微信朋友圈里促销
自家苹果。

电商建设需要多方协作

“作为新兴事物，农村电子商务的
发展虽然迅猛，但毕竟还是初级阶段，
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国际

电子商务中心副主任付诚坦言，对电子
商务的认识问题、技术能力问题、人才
能力问题等，都是制约产业发展的因
素。同时，“三农”问题的存在，也对农
村电商的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

农村电商建设需要各大体系协同
发展。农村电商建设是个重大工程，没
有政府、平台、电商，包括电商创业和传
统企业这四者协同是无法实现的。

如果没有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
农场，或是个体农民提供适合销售的产
品，农村电商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去年广东菠萝滞销，一家有影响力的电
商帮忙销售，共卖出 60 万斤菠萝，结果
却被迫关店。问题出在供应链上，当时
农民装箱的菠萝有十成熟、九成熟、八
成熟的都混在一起，3 天后客户收到的
菠萝早已腐烂。

“搞农村电商现在有个误区，工作
都推给商务局，实际上也需要农业局
下大力气配合。”魏延安表示，特别是
在县域以下，如果没有政府搭建电商
公共基础设施，电商无法生存；如果
没有阿里、京东平台的开放，仅靠每
个县自己成立一个电商平台向外推，
更是不可想象。

专业人才缺口大是农村电商发展
的现实问题。陕西奥翔科技网络有限
公司总经理季伟说，从目前市场格局
看，即使企业提供高薪，中西部地区的
县城也很难招到有策划能力的高手，人
才供给不匹配限制了农村电商发展。

差异发展“各就各位”

农村电商的根基是优质农产品，做
大做强农村电商首先要解决农产品的
可持续上行问题，并打造出具有地域特
色的产品。

“农产品上行首先要破解标准化，
包括外观标准、内在标准和生产标准。”
魏延安说，目前农业部门出台的多是生
产标准，缺乏外观标准和内在标准，这
不利于规范农产品的销售。比如，网店
对外宣传的苹果标准与收到的苹果实
物大相径庭，颜色、大小都不统一；高档
苹果应当告诉消费者含糖量、酸度等准
确信息。这些都需要推动外观标准化
和内在品质标准化的制定。同时，要解
决 农 产 品 认 证 问 题 ，实 现 信 息 的 可
追溯。

记者调查发现，产品同质化竞争、
业态的高度相似是农村电商面临的另
一个严重问题。有特色才有门槛，有门
槛才有竞争力，不能看到别人卖苹果赚
钱了，就一窝蜂卖苹果，一定要挖掘本
地的特色产品，打造有影响力的品牌。

在电商业态上，不是只有开网店卖
产品才是发展农村电商。魏延安表示，
一个真正成熟的电商平台不是大家都
要去过的独木桥，而是纵向列队的形
式。如果搞电商不行可以搞电商服务，
如果电商服务还不行，可以搞电商供应
链，多领域多方面发展。

“互联网时代，关键是如何打造商
业模式，农村电商不能什么都想作，必
须在产业链的前端、中端、末端做出选
择，分好工，各赚各的钱。”西安邮电学
院院长张鸿说。

对于人才问题，付诚则认为，加强
现有人才培养和嫁接至关重要。“人才
就在身边，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去吸
引人才是不现实的，只能就地取才，发
现和挖掘本地人才。只要把现有的人
才加上互联网的翅膀，就可以变为新
的人才力量。”

大家都来助共享单车“一臂之力”
栾笑语

在最初的一片叫好声中，迅速发展

的共享单车开始陷入尴尬境地。

一方面，使用者乱停乱放、企业管

理存在空白，隔离带、草坪上都有共享

单车的身影，甚至有人称之为新的“城

市垃圾”；另一方面，破坏、偷盗、私用、

滥用共享单车的情况时有发生，共享经

济蕴藏的道德风险集中显现，对国人素

质的考问随之甚嚣尘上。一时间，企

业、消费者和政府管理部门都备受其

扰、措手不及。

平心而论，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

的出现，必然带来新情况和新问题。尤

其是以共享单车为代表的新型公共产

品，对其如何规范、谁来监管？针对破

坏、偷盗等恶劣行径，如何规避、怎样追

责？这些问题，短时间内难以厘清。但

可以肯定的是，发展好这类新型公共产

品和公共服务，仅靠道德约束和企业维

护还远远不够，政府必须“该出手时就出

手”，助其“一臂之力”。

仅以共享单车为例，产品由参与市

场竞争的创新企业提供，客观上弥补了

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结构性失衡的

“短板”，成为百姓出行“最初一公里”和

“最后一公里”的便捷选择，更是解决了

令很多城市管理者头疼的公共自行车难

题。可以说，共享单车正在成为城市公

共交通的有益补充，维护好了，不仅公共

服务效应大增，而且能大大节省政府的

投入成本。因此，在共享单车的发展中

应该有也必须有政府相关部门的协助和

扶持。

可喜的是，一些地方正在为此积极

努力。最近，长沙交警联合有关单位规

范停放、安全骑行，告诫使用者未满 12

岁莫骑车上路 ，还 开 辟 了 共 享 单 车 专

属 停 车 位 ；成 都 市 交 委 也 正 式 发 布

《成都市关于鼓励共享单车发展的试

行 意 见》，明 确 包 括 使 用 者 在 内 的 全

体 市 民 都 要 爱 护 共 享 单 车 和 停 放 设

施等公私财物，对于针对共享单车的

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查处。这

种 因 城 施 策 、科 学 引 导 、依 法 治 理 的

“一臂之力”值得借鉴，也需要更多地

方以实际行动给予呼应。

当然，共享单车运营企业也不能一

味“背靠大树好乘凉”，应该充分考虑市

场风险，加强技术创新、模式创新，让产

品“易修难盗”“易管理难破坏”，尽力减

轻政府的行政压力，尝试与政府建立合

作机制。同时，全社会也要积极行动起

来，树立“共治共享”理念，广泛动员民间

和社区力量，谴责损公肥私的恶劣行径，

倡导文明出行，共同把公共环境维护好、

发展好。

前些年，“要想富先修路”这样的标语在农村公路两旁随处可见；近几年，不知

不觉变成了“要想生活好，就要上淘宝”、“老乡见老乡，购物去当当”、“发家致富靠

劳动，勤俭持家靠京东”等——

没有商品流通，就没有电商；商品流
通费用过高，电商同样难以做强。农村
电商的一大特点，就是所处农村地区幅
员广阔、百姓居住分散、基础设施薄弱，
这使物流成为农村电商的最大瓶颈之
一。如果不打通这“最后一公里”，农产
品无法上行，农业物资无法下行，农村电
商发展无望。

当前，一些贫困地区3公斤货物首
重快递费高达28元，大幅推高了农产品
成本，导致这些地区的农产品丧失了竞
争力。当地创业者希望快递公司降低价
格，3公斤首重6元，续重1元。从经济
学角度核算，这个价格快递公司无法接
受。比如，陕西洋县3200平方公里，一
个偏远村镇发一单快递，可能需要快递
员行驶上百公里。

双方都有难处，解决这个问题就需
要创新物流体系。首先在交通工具和人
力方面可以“草船借箭”。与其耗费人力

物力新建物流渠道，不如利用现成资源，
借邮政的“箭”，借乡村公交班车的“箭”，
商业体系（供销社）的“箭”，私人快递的

“箭”，充分共享这些资源，大幅降低现有
物流成本，节约社会资源。

其次是实行批次转移。不要幻想
从县城直接把东西送到村民手里，有
必要在县城建立分拨中心，把所有快
递汇集于此，插上各个乡镇的牌子，再
二次转码进电脑，重新打码到各个乡
镇，这样才可以降低成本。同时，尽快
发展第四方物流，全面承接各大第三
方物流甩到县城的东西，专送“最后一
公里”，再把“最初一公里”拉回来，这
需要政府的支持。

总之，物流“最后一公里”问题是农
村电商的重中之重，解决物流问题的核
心是协同、融合、智慧，只有充分利用现
代技术，共享资源平台，化零为整，大幅
降低成本才有出路。

降低物流成本 不妨“草船借箭”
王轶辰

陕西汉

中市百味网

O2O 体 验

店内工作人

员在工作。

陕西周大黑

电 子 商 务 公 司

内，工作人员正

在处理网上销售

平台的订单。

汉中市电子商务培训中心已经成为当地农村电商人才的重要培训场所。

本报记者 王轶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