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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商 带 吉 林 特 产 走 向 全 球
近日，第四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在吉林省

长春市举办。数据显示，2023 年，吉林省网

络零售额突破 1000 亿元，同比增长 24%，增

速居全国第一位。今年 1 月至 8 月，该省网络

零售额 711.08 亿元，同比增长 16.36%；跨境

电商进出口额 32 亿元，同比增长 326.3%。

近年来，吉林省接续出台有关政策措施，

制定电商发展五年规划，大力发展直播电商、

社交电商、跨境电商等电商新形态新模式，一

批优质产品走出吉林，走向全国乃至全球。

吉林省是农业大省，人参是该省最具代

表性的农产品之一。在白山市抚松县，万良

镇长白山人参市场是亚洲最大的人参贸易专

业市场，其交易量占全国的近八成。除了现

场选货销售，这个市场有不少经营者在店里

架起直播设备进行网上销售。“大家看这个人

参的芦头上，有一个个‘小碗’，就像一个个关

节点，每个‘小碗’代表生长一年。”天盛参茸

直播超市滋补品供应链店铺的主播陈强，经

常通过直播向网友详细介绍不同规格人参的

特点与售价。

陈强说，有的外地人对人参了解不多，通

过直播介绍，不少观众在收获知识的同时也

会选购一些人参。如今，万良人参市场的职

业人参主播已超过 3000 人，人参正在从“农

品”转身为“网品”。

在长春市，一车又一车人参产品和包装

盒运抵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经员工

分拣、打包后，发往各地。该公司董事长王淑

范表示，自 2020 年启动新电商销售模式，公

司设立了专业电商团队，旗舰店已入驻天猫、

京东、拼多多、抖音、快手等电商平台，销售额

和利润均不断提高。

截至目前，吉林省累计培育建成国家和

省级电商示范基地、示范企业 182 个，打造规

模直播基地 300 余家，发展主播 33 万人，网商

53.97 万家，电商品牌产品供应链资源库已有

1000 个品种入库。吉林省人参、鹿产品、黑

木耳、吉林大米的全国网络市场占有率分别

达到 74.6%、42.3%、32.7%、23.4%，长白山矿泉

水、延吉泡菜、梅河冷面、公主岭鲜食玉米等

成为地标性网销品牌。

吉林省也是沿边省份。珲春是该省最东

端的一个小城，位于中、俄、朝三国交界处，是

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依托自身

区位优势，珲春市积极推动跨境电商产业快

速发展。

2022 年 8 月投入使用的珲春东北亚跨境

电商产业园，建筑面积 11.5 万平方米，设有商

品展销中心、网红直播基地、共享创客空间、

智能共享云仓、电商孵化中心等多个功能

区。在智能共享物流云仓，线上选购的商品

经分拣、打包、运输，第一时间送达消费者。

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改革创新局园区管

理办公室主任吴伟说，目前东北亚跨境电商

产业园已引进电商、物流、外贸等相关企业

167 家，入驻率达 90%。

据了解，珲春市在交易、支付、物流、通关

等多个环节不断提升服务水平，让通关物流

更快捷、更高效，实现

跨境电商进出口全模式畅

通，吸引了菜鸟国际、京东全球售等平台陆续

入驻，还在国内 28 个城市搭建了货物揽收

“大舞台”。据介绍，珲春市跨境电商年贸易

额 由 2018 年 的 4300 万 元 激 增 至 2023 年 的

50.8 亿元，连续 3 年陆路过货量居全国首位。

近年来，吉林省持续推动长春、吉林、珲

春、延吉 4 个国家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协

同发展，带动全省跨境电商业务迅猛增长。

聚焦“跨境电商+产业带”“跨境电商+中欧班

列”发展，吉林省上线第三方平台、建设独立

站等应用跨境电商服务的外贸企业数量 5 年

来接近翻番。数据显示，2023 年，吉林省跨

境电商进出口额 53.2 亿元，增长 88.9%。

吉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贵刚表示，

近年来，吉林省持续推进“互联网+外贸”

新模式，坚持跨境电商进口、出口双向并

举，B2B、B2C 双轮驱动，有力赋能全省外贸

质升量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吉林省货

物进出口实现 872亿元、同比增长 17.7%，增速

高于全国均速 11.6 个百分点，居全国第四位、

东北三省一区首位。“未来，吉林省将全面实

施跨境电商扩量提质行动，持续开展‘数链全

球 吉品出海’系列跨境电商促进活动，进一

步壮大外贸新动能。”张贵刚表示。

以特色增强城市吸引力

喻剑

近 日 ，一 组 数 据 展 现 出 广

东珠海“浪漫经济”的人气与热

度 ——香洲区在香山湖公园划

出新空间打造成“最美婚姻登记

处”，去年共迎来 8373 对“新人”

办理结婚登记，创建区以来最高

纪录，同时带旺了旅游消费。挖

掘“浪漫”元素，创新文旅产品服

务，打造以“浪漫”为主题的城市

品牌，让城市凭借特色“出圈”。

近年来，国内不少城市因地

制宜，以打造城市品牌彰显特色

推动文旅融合，如哈尔滨的“冰

雪”、武威的“马踏飞燕”等“圈粉”

无数。城市通过打造品牌增强吸

引力，进而提升城市竞争力，大有

可为。对城市全域的文化资源、

自然资源及历史遗产进行深入挖

掘和创意开发，提炼、打造出具有

鲜明地域特色和高度品牌认知

度，全场景供给、全链条服务的城

市新品牌。以文塑旅、以旅兴文

是大势所趋，之前守着一片海、一

条路、几座建筑打造传统旅游观

光产品的发展路径已行之不远。

创新文旅产品开发手段，增

强文旅产品的体验性、互动性和

趣味性，提高城市品牌的“活化

率”与“变现率”。比如，通过打通

线上社交平台，实现城市品牌多

端全域传播；通过主题设置等方

式，做旺城市烟火气；通过扩展商

业消费场景，做大城市品牌市场；

利用 AR、AI 等技术可打造与文旅资源融合而生的旅游新

产品、新业态，为游客提供丰富多彩的数字化体验。

以旅为媒引才聚才，推动文旅业的区域合作与跨界融

合。吸引文化产业人才前来旅游考察、献智献策、就业创

业，推动文化精神传承、资源整合和产品创造；与相邻城市

同频共振、互惠合作，开发“一程多站”“主题游”产品，丰富

市场供给；与科技、传媒、户外、商贸、会展等领域跨界合作，

创新获客模式，多渠道引流，树立市场口碑。

城市品牌是对城市历史文化、特色产业、资源要素的提

炼，是城市最具识别度的特征之一。期待更多城市以品牌

彰显特色，增强吸引力，持续拉动城市消费经济，助力文旅

产业与三次产业多元融合，提升价值链、释放新动能，助力

实体经济走稳走实。

浙江台州建成共富工坊 1527 家——

探 索 致 富 新 模 式
本报记者 李 景

产业升级盘活低效工业用地
本报记者 薛志伟

位于福建厦门湖里区禾山街道云顶北路

2000 号的湖里新质智造产业园是厦门岛内

首宗“工业上楼”项目。厦门市湖里区国有资

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该产业园的开发主

体，以“工改工”模式推进项目再开发。

“本项目不仅可以提高亩均产值和税收，

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和产业承载力，还可以

在垂直空间形成‘楼上楼下创新创业综合

体’，集成上下游产业链，进一步发挥产业就

近协同效应。”湖里国投集团投资事业部经理

黄长介绍。

厦门市辖区面积仅占福建省土地面积的

1.4%。作为厦门市的中心城区，湖里区在成

立之初就确立了工业兴区、实业强区的发展

方向，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较高的工业化和

城市化。然而，在跨岛发展、岛内产业外移的

大趋势下，湖里老工业区工业空心化、产业发

展层次偏低、土地产出效益不高等问题日益

凸显。迫切需要加快老工业区低效工业用地

盘活的步伐，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在湖里区委副书记陈锡彬看来，低效工

业用地再开发既能激发和释放产业发展新空

间新动能，也可优化城市布局、提升城市形

象，将进一步释放土地潜力。

为破解产业承载力不足与工业用地低效

闲置的矛盾，近年来湖里区探索构建“一个窗

口、一条龙”再开发服务机制，邀请第三方对

湖里老工业区内 100 宗工业用地进行归档。

作为湖里老工业区最大的“业主”，联发

集团有限公司见证了湖里工业的一次次变

革。该公司总经理张文木表示：“低效用地再

开发是城市往‘两高两化’（高素质、高颜值、

现代化、国际化）、新质生产力方向转化需要

面临的过程。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节点上发

挥优势，积极做好招商引资工作，把低效用地

再开发落实得更好。”

“对于湖里老工业区未来发展什么样的

产业，我们也作了深入研究论证。”湖里区委

常委、湖里区常务副区长戴乐生表示，湖里老

工业区有区位优势和人才优势，可通过整合

企业资源，重点打造技术密集型、适合“工业

上楼”的制造业，这也和湖里区大力推动“总

部+研发+委外制造”的发展模式相契合。“目

前，我们已经先行推动了一批再开发项目进

行试点。有些项目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戴

乐生说。

位于湖里老工业区的厦门民兴工业有限

公司工业用地成为首宗由政府协议收储的低

效工业用地，出让给急需新厂房的同致电子

科技（厦门）有限公司。同致电子总经理曾建

源表示，随着 AI 技术迅猛发展，研发对测试

效率的要求更高了。研发基地在湖里，生产

基地在翔安，从研发制造上来说，效益大打折

扣。现在将研发和生产都落在湖里区，可以

加速产品开发，降低成本。

当前，在产业跨岛发展的大趋势下，湖

里的“工业回归”是借助制造业和服务业融

合发展的新趋势，注重加强与周边、岛外产

业功能区协同联动和错位发展。陈锡彬表

示：“我们希望通过盘活低效工业用地，利用

中心城区的优质公共配套服务和良好的区

位优势，带动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回

归和高品质人群再聚集，重现湖里老工业区

的辉煌。”

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过程中，湖里区

给了企业更多的自主选择权。“我们为企业提

供了丰富多样的再开发组合模式。”湖里区低

效工业用地再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常驻

副主任孙琦说。

在良好的营商环境中，继续扎根湖里老

工业区是不少企业的愿望。湖里区湖里街道

办事处主任彭芳兰说，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用

地将在 10 年内到期。对这些企业而言，何去

何从是它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厦门台松精密电子有限公司的厂房将于

2029 年到期，要不要继续投入，是企业一度

犹豫的问题。当湖里区启动低效工业用地再

开发项目调研后，台松精密立即表达了有关

意愿。工业用地的年限再延期给企业吃下了

“定心丸”。9 月，在湖里创新园 103 地块上，

荣佳—百信 AI 智慧科技产业园项目开工建

设。这是湖里区推进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的

首批重点项目之一，由该地块原业主荣佳实

业有限公司和厦门新引进的百信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共同建设。

陈锡彬表示，通过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

湖里区将形成功能完备的现代化产业园区，

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吸引更多

的优质企业投资和开发，进一步增加城市吸

引力和竞争力。

□ 本报记者 马洪超

本版编辑 张 虎 韦佳玥 美 编 夏 祎

最新数据显示，自 2022 年以来，浙江省台州市

共建成各类共富工坊 1527 家，链接企业 1259 家，吸

纳从业人员 4.79 万人。

当前，台州市以“工坊提级、农民提能、增收提

效，推动党建领富、产业促富、乡村共富”为重点，推

进共富工坊“三提三富”行动，放大“强村、富民、惠

企”综合效应。截至目前，台州全市共富工坊发放工

资 总 额 超 14 亿 元 ，帮 助 入 驻 企 业 降 低 用 工 成 本

13.7%，带动村集体增收达 2.45 亿元。

以区域公用品牌赋能共富工坊，是台州推动党

建引领“共富工坊”建设迭代升级的生动缩影。“白水

洋豆腐”为区域公用品牌，临海市白水洋镇豆腐共富

工坊通过制定统一的行业标准、制定集体商标授权

机制，推动当地豆腐产业走上标准化发展之路。

“欢迎大家来到章安优选直播间，今天我们推荐

的好物是⋯⋯”近日，在台州丝绸城“彩虹驿站——

共富直播间”，杨梅、贡姜、生态大米等“章安优品”纷

纷出现在网上的直播间里。

作为深入实施“头雁领航·千村提升”工程的代

表，椒江区章安街道近年来指导村级党组织深挖优

势资源，将传统产业与共富工坊有机结合，提升农产

品附加值，持续放大品牌效应富民强村。

“我们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共富工坊建设中

的主导作用，全面统筹各方资源助力共富工坊建设

管理。”台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葛友慧介绍，3 年来，

台州共富工坊不断探索致富新模式，现已发展成“来

料加工式、定向招工式、电商直播式、农旅融合式、品

牌带动式、产业赋能式”六大类型。

台州将共富工坊纳入产业链重要组成部分，大

力实施“红链强村、项目兴村”计划，强化“村村”“村

企”“企企”合作，把企业的用工需求、培训资源、设备

资源直接链接到村，推动共富工坊壮大和市场拓

展。比如，临海市牵头户外休闲用品、彩灯等 6 个支

柱产业的 40 家规模以上企业，开展共富工坊企业党

建联建，全面整合产业链订单、技术、物流等资源，有

效破解了工坊订单不足、用工分散等问题。

去年 10 月，台州出台全国首部共富工坊建设地

方性法规，今年又制定共富工坊“安全规范”“增技增

收”“利益联结”3 个专项工作指引，旨在构建覆盖共

富工坊全生命周期的政策支持体系，推动共富工坊

成为致富增收的“大引擎”。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富民一方先要“赋民以

方”。共富工坊在升级迭代中蹚出新路，人才是关

键，要让共富工坊成为乡村技能创富平台，就需要全

面拓宽人才培养路径。

临海市尤溪镇“尤口福”共富工坊将小班制培训

放在田间，将兴农需求融入课程设计；黄岩区高桥街

道“米面小镇”共富工坊开设米面制品现代生产课程，

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路桥区蓬街镇“红旗粮仓”

巾帼共富工坊让非遗手工技艺走入村民生活⋯⋯

以临海市共富工坊企业联盟的发起者浙江永强

集团为例，自 2022 年起，该集团就带着上下游企业

一起参与共富工坊建设，坚持送项目到村、送就业到

户、送技能到人，除指派专人进驻工坊进行技术指导

外，还不定期开设线上教学培训指导，让共富工坊成

为集团的紧密“合伙人”。

目前，台州积极引导企业将有一定技术门槛、附

加值较高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共富工坊，并由实用技

术人才、乡村管理人才、科技特派员、企业技术人员

等专业力量“入坊教学”“入坊实践”，推动技能等级

与薪酬待遇挂钩，打通职业成长、技能创富通道，从

而让一座座共富工坊成为乡村技能创富平台，实现

从“富口袋”到“富脑袋”的蝶变。

如今，共富工坊正成为暖心之坊、爱民之坊。针

对村庄妇女、留守老人、残障人士等群体，台州全面

落实党员“一对一”联系服务，推动技能送上门、就业

送到家，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下一步，一系列全方

位暖心服务还将在台州各地共富工坊不断解锁，“来

工坊找工作”“来工坊学知识”等内容将为台州的共

富工坊添动能强保障。

10 月 10 日，湖南省怀化

市溆浦县葛竹坪镇山背花瑶

梯田满目金黄。当天，该县

举行以“一粒种子改变世界”

为主题的“2024 山背梯田农

民丰收节”，村民和游客一同

打 禾 、捉 鱼 ，共 享 丰 收 的

喜悦。

田文国摄（中经视觉）

日前日前，，第四届吉林四平第四届吉林四平

玉米节活动在四平市玉米主玉米节活动在四平市玉米主

题街区举办题街区举办，，主播正在直播主播正在直播

销售本地优质玉米食品销售本地优质玉米食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洪超马洪超摄摄

台州温岭台州温岭吉园果蔬共富工坊农户在育苗基地吉园果蔬共富工坊农户在育苗基地

里筛选优质菜苗里筛选优质菜苗。。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