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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大农业”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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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顺鑫旗下

鑫源食品位于内蒙古

锡林郭勒的养牛场。

（资料图片）

右图 顺鑫旗下

鑫源食品的技术人员

在生产车间对产品进

行质量检测。

（资料图片）

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上，北京顺鑫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旗下鹏程食品的猪肉、鑫

源食品的牛肉做成美食后端上了运动员的

餐桌，圆满完成了食材供应任务。

运动员入口的食物不仅要营养丰富，还

要风险可控，从生产到加工的全程可追溯，

是必不可少的“通行证”。当一些农企还在

为怎样实现全程可追溯伤脑筋时，顺鑫持续

推进数字化转型，搭上智能制造的快车，为

行业提供了数字化转型的样本。

保障食品安全

顺鑫是怎样实现全程可追溯的？记者

在北京福通互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找到了

答案。这家起步于 2016 年的二级集团公司

是顺鑫全面拥抱数字化的支点。

“我们从集团的数字化转型起步，目前

形成了以智慧三农、智慧城市、企业信息化、

大数据为主的业务布局。”福通互联公司副

经理徐鹏介绍，通过自主研发信息化管理系

统，顺鑫实现了办公高效化、流程标准化、操

作规范化、系统移动化、管理精细化、管理透

明化、决策数字化。

产品溯源是顺鑫推进信息化的重要应

用。对顺鑫来说，食品安全不允许出现一丝

一毫的问题。为此，顺鑫制定了《食品安全

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打造以食品安全预

防为主、实施全产业链管控的食品安全管理

体系。抓住服务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契机，

顺鑫还全面梳理了食品安全各环节标准规

范，推动全流程管控更精细。

在鑫源食品位于内蒙古和福建的自有

养牛场，肉牛存栏约 2 万头。“营养安全的牛

肉是拳头产品，料肉比是企业经营的核心指

标。”徐鹏说，在养牛场，每头牛的身份信息、

免疫接种、用药记录、养殖环境、运动量等信

息都汇总到统一的数据平台，屠宰加工有唯

一标识跟踪记录。

通过建设智慧养殖系统、全链条区块链

溯源系统等，鑫源食品实现了以数据为基础

的精准饲喂和科学管理，养殖回报率也显著

提高。

实现精准营销

数字赋能不仅造福企业生产环节，也助

力了“顺鑫系”产品的精准营销。

此前，顺鑫长期采用线下大经销商的营

销路线，对消费者的购买力、产品消费数据

获取不足。采用线上营销后，企业能及时根

据信息反馈情况改良产品，形成产销良性循

环，补上了“短板”。

福通互联新媒体营销部经理武烨告诉

记者，集团内各公司原来都有电商部门，近

两年线上采购升级为集团整合数字营销平

台提供了契机，“从 2020 年年货节开始，我们

开设天猫店，入驻抖音、微商城，着力打造顺

鑫的品牌形象”。

如今，抖音种草、社群精准投放，已成为

顺鑫线上营销的常规打法。开设天猫旗舰

店前，顺鑫品牌在天猫全域的搜索量很低，

线上年轻的主流消费群体很少触及。开店

后，通过设置用户标签进行消费管理、定向

投 放 个 性 化 优 惠 券 等 方 式 ，复 购 率 不 断

提升。

天猫旗舰店经营初期的半年里，老客户

支付数约占 40%，随着店铺拉新活动持续，

新客占比达到 80%。牵手咖啡、鑫源牛羊

肉、鹏程烤肠等产品在线上消费中已占有一

席之地。

有了运营团队、客户体系、技术平台支

撑，企业能及时发现用户需求，反向推动定

制化生产。“以前，我们是有什么就卖什么。

以 后 ，用 户 需 要 什 么 我 们 就 卖 什 么 。”武

烨说。

“我们做的是一个产业互联网，可以养

得好、种得好、生产好、加工好，还可以营销

好、卖得好。”徐鹏说，在国内，农业企业的数

字化往往靠第三方赋能，砸真金白银自己做

的很少。福通互联在软件、硬件上稳扎稳

打，实现了集团的数字化重塑，也打造了自

身的核心竞争力。

助力产业发展

除了集团内的应用，顺鑫还凭自有平台

和技术在行业内开疆拓土。“鑫牛网”项目就

是个典型的例子。这是用北斗、5G、物联网

等技术构建的肉牛产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

台，提供云养殖、云监管、云交易、云农资等

一站式服务。

“一头肉牛的价值为 2 万多元，从出生

到出栏需要 28 个月，投入资金大、流转速度

慢，养殖规模提振乏力。”鑫牛网事业部经

理张华宾说，为了助力养牛户破解融资难，

鑫 牛 网 研 制 的 智 能 耳 标 、项 圈 派 上 了 大

用场。

贷款要有抵押物，养牛场最值钱的资

产莫过于牛本身。用活牛做抵押物向银行

贷款，使用物联网技术定位牛只，成为银行

实现“云监管”的关键，也让鑫牛网成为最

早 与 金 融 机 构 合 作 落 地 活 牛 抵 押 贷 款 的

企业。

“我们在内蒙古自治区和吉林省共合

作银行 7 家，协助 80 余家养殖企业和养殖

户 通 过 活 牛 抵 押 贷 款 方 式 融 资 1.2 亿 元 。

单一企业最高融资 1300 万元，养殖规模从

2020 年的 400 头扩大至如今的 1000 头。”张

华宾说。

与禽类、生猪相比，我国肉牛生产智能

化水平较低，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促使鑫

牛网在科技赋能产业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2019 年，顺鑫中标“工业互联网食品行业标

识解析二级节点”平台建设，以产业应用为

核心，对食品生产、仓储、分销、运输等环节

的数据进行实时追踪与采集，将政府监管、

生产企业和消费者有效地连接起来。

“项目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工业互联

网食品行业的标准制定工作。通过标准制

定，把企业和行业间断裂的标准加以整合，

实现全产业链、价值链的互联互通。”食品

工业互联网事业部架构师张景伟表示，他

们搭建的云服务平台，能根据客户需求，像

搭 积 木 一 样 构 建 企 业 自 身 的 生 产 及 业 务

应用。

通俗地说，这个二级节点把生产环节进

行全要素串接，用一套完整的编码标准实现

对每一台设备的精准识别。比如，通过给牛

标识赋码，可追溯从出生到出栏、运输、屠宰

加工，乃至进入流通或深加工环节的全过

程，并实现跨行业、产业的互认。

如今，这个二级节点已上线运行，完成

了集团内顺鑫农业、创新食品、顺鑫鑫源、牵

手等企业的接入，同步向外部企业推广。截

至 2021 年年底，二级节点平台累计完成工业

互联网标识注册量超过 1.8 亿，完成工业互

联网标识解析超过 1.9 亿次，日均标识解析

量达 120 万。

对于下一步发展，顺鑫控股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王泽表示，顺鑫将全力打造全

国领先的“大农业”投资控股型产业集团。

在数字化领域，要掌控“大农业”产业链核

心环节，围绕数字农业、种业等科技领域，

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打造“大农业”生

态圈。

为
﹃
专精特新

﹄
企业提供精准服务

李

景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2 部门近日

联合印发《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

若干政策》，提出将“加大‘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培育力度”作为一项重要举

措。像这样的利好政策近年来屡见不

鲜，各地都在逐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搭建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值得注意的

是，扶持政策虽多，但大多集中在挂钩

帮扶、梯度培育、资金奖补等领域，需

要更有针对性的优质服务为“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打通发展门路，打开产业

链通路。

获取和调动资源能力较弱是“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的“痛点”。虽然他

们在某一行业或细分市场掌握领先技

术，拥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和话语权，

但与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相比，内部治

理结构不够完善，拓展资源、做长产业

链的手段也相对不足。

比如，在经营管理上，产业政策解

读、财税咨询、人力资源、法务合规等

实际问题常常令中小企业犯难，需要

相关专业服务资源支持。在资源拓展

上，中小企业自主获得订单的渠道较

少，需要更多精准服务平台，了解产业

上下游情况，寻求开拓市场的机会。

破 解“ 专 精 特 新 ”中 小 企 业“ 痛

点”，推动其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

高效优质的公共服务。目前，我国培

育认定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

台 585 家、省级示范平台 3300 多家，中

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带动近 10

万家社会化服务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

服务。这些平台和机构不仅提供了信

息、技术、创业、培训、融资等服务，而

且汇聚了技术、资金、人才、数据等要

素资源。

公共服务平台和机构需多走访、

多调研，敢于创新服务形式和内容，建

设“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据库，加强

对入库企业的跟踪分析，为入库企业

提供政策推送、管理咨询、商业价值评估等定制化、智能化

服务。

同时，公共服务平台和机构应加快建立“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培育机制，推动技术、资金、人才、数据等要素资源向企业

集聚，解决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不够匹配、中小企业创新资源

获取渠道不够畅通等问题，助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逐步增

强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提高质量管理水平、合规经营水平

和国际化水平。

携 程 业 绩 回 暖 靠 什 么
本报记者 李治国

“2021 年是充满变化、挑战和机遇的一年。”

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梁建章表示，

2021 年携程集团全年净营业收入为 200 亿元，恢

复至 2019 年的 56%。面对反复的疫情，2021 年携

程持续创新产品类型、推动数字化改造、丰富合作

伙伴，成功实现业绩迅速恢复。

“每一波疫情对旅行平台而言都是一次挑

战。”携程机票客服负责人芦晓倩表示，如果国内

部分地区疫情出现反复，携程机票订单咨询日进

线量就会激增，客服人员将会进入高度承压状

态。为应对此类情况，携程运用了相关技术，使得

2021 年机票退改订单处理效率较 2020 年提升了

78.4%，机票退改自助提交比例已近 95%。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生活服务电商分

析师陈礼腾认为，由于疫情原因，在过去一年里，

旅游企业业绩发展速度均处于低位水平，旅游市

场仍处在恢复期。疫情的反复与不确定性让旅

游市场“阴晴不定”，因此，“维持稳定”依旧是旅

游企业的主要工作。但同时，疫情也给行业带来

了新的机遇，携程、同程、飞猪、去哪儿等企业从

过去的重增长转变为如今的重质量，通过对旅游

产业链上下游的数字化改造，不断提升各环节

效率。

疫情暴发以来，用户出游半径缩短，周边游、

本地游逐渐火热。“针对短途出行，我们进一步丰

富产品供应，以满足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携程

集团首席执行官孙洁表示，携程在保持长途出行

产品与服务优势的基础上，努力打造短途出行产

品，并积极带动依赖异地客源的旅游商家适应新

形势。

携程数据显示，2021 年乡村旅游订单量较

2019 年增长了 6%，其中乡村酒店订单量较 2019

年增长了 32%。去年 3 月，携程启动乡村旅游振

兴战略，通过落地度假农庄来吸引更多的异地客

源，带动目的地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截至 2021

年末，携程已在国内落地 8 座农庄。同时，在住宿

产品方面，2021 年第四季度，携程省内酒店预订

量相较于 2019 年同期增长超过 30%，本地酒店预

订量增长超过 50%。

疫情期间，旅游商家愈加渴求实现精准营销，

这也促使携程在 2021 年推出了“旅游营销枢纽”

战略。“携程内容平台的用户参与度和黏性都在持

续提升，带动内容转化率持续增长。”梁建章表示，

携程在 2022 年 2 月份的内容转化率几乎是 2021

年同期的 2 倍。孙洁说，商家可以在携程平台上

展示产品并与用户直接互动，目前已经有超过

3000 家合作伙伴在携程直播平台上直播超过 1 万

场。2021 年第四季度，携程内容频道的日均互动

用户数同比增长翻番，携程直播间用户观看人次

与第三季度相比增长 57%。

2021 年，携程通过会员体系建设，实现了与

商家共赢。“我们升级了携程会员计划，通过会员

互通，深化与酒店、航空公司、机场等商业伙伴的

合作关系。”孙洁表示，这促成了 2021 年携程会员

规模同比增长超过 20%。目前，携程已与 20 余个

酒店集团实现会员互通。截至 2021 年 12 月，携程

通过联合会员体系的建设，累计为酒店输送店内

服务用户数 3000 万人次。

在梁建章看来，携程已经在过去两年中磨练

出足够的韧性，并准备好迎接新的挑战。“尽管业

绩恢复的过程漫长艰辛，但这也为旅游行业未来

的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基础。”陈礼腾表示，当下，不

论是消费者的消费理念、企业的发展策略，还是在

线旅游行业的产业结构，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

化。在这个背景下，旅游企业还需要做好充足的

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