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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从 4月 13日在呼和浩

特市召开的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协会第二届第三次理事会暨会员

代表大会获悉，2017 年，全区有 214 万

户农牧户进入农牧业产业化经营链条，

越来越多的农牧民分享到了二三产业

增值效益，农牧民收入 5年累计增长超

过 52%，居西部 12省区之首。

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

视推进农牧业产业化发展，在建立完善

龙头企业与农牧民利益联结机制、支持

龙头企业发展、加快推进品牌农牧业发

展等方面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我区农牧业产业化发展取得了长足进

步，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农畜产品

加工业已经成为我区继能源、冶金之后

第三大工业支柱产业。

截至 2017 年，全区销售收入 500

万元以上农畜产品加工企业达到 1802

家，实现销售收入 3052 亿元，增长

7.2%。

据悉，目前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协会会员单位已经达到 571 家，

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将继续积极探

索与农牧民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

充分发挥龙头企业技术优势，通过专业

化服务，统一管理，为农牧民提供技术

服务，在科技创新和协作服务的过程中

让农牧民增收致富。力争 2018 年创建

自治区级示范联合体 100家，紧密型农

企利益联结比例超过 50%。
李文明

农牧业产业化带动我区农牧民5年累计增收超过52%

新兴媒体代表占理事会成员近 20%

中国经济传媒协会更名换届显示新活力
经济传媒协会新任负责人表示，伴随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协会也崇尚高质量经济新闻。经济传媒协会未来
的发展，如同其宗旨与名称变化一样，顺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呈现出新的增长点和生命力

本报讯（记者 卉平）2018 年 4 月

14 日中国经济传媒协会第七次会员代

表大会在京举行。160 多家经济媒体的

负责人作为会员代表参加了换届会议，

选举产生了第七届理事会，首次设立了

监事会。99名理事会成员中，网络及新

媒体代表占 19 人，占比近 20%，显示出

协会成员正由传统报刊为主向多种传

播业态扩大的新变化。

在协会第七届一次理事会上，中国

保险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健当

选为会长，皮树义、杜跃进、官建文、孙

兆华、倪玮当选为驻会副会长；丁士、刘

亚东、张超文、邢早忠、孟宪励等 17 人

当选为副会长。协会第一届监事会推举

宋波为监事长。理事会聘请张虎生、冯

并、莫新元等前三届会长为名誉会长，

聘请著名记者、社会活动家艾丰、翟惠

生为协会高级顾问。中央电视台特约

评论员杨禹、企业品牌专家盛瑞生

及协会前三届副会长周斌被聘为特

邀副会长。内蒙古商报社当选理事

会成员。

中国记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胡孝汉祝贺中国经济传媒

协会顺利换届。他指出，经济传媒协会

新一届理事会成员和负责人的构成，体

现了加快媒体融合发展的特点，一批有

重大影响力的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加盟，

使协会结构合理，层次较高，代表性很

强，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胡孝汉提

出了四点期望，希望新一届理事会能够

带领协会会员一道，反映经济建设高质

量发展，促进经济报道改进创新，推动

经济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好经济传媒之

家。 (下转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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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茂林

清水河县位于呼和浩特市最南端，

素称县城“地无三尺平”。

因一条清水河而得名的这个县，却

很少见水，境内干旱少雨，年蒸发量是

降水量的 6.3 倍，干旱年份可达 14倍。

清水河县是呼和浩特四区四县一

旗九个辖区仅有的两个贫困县之一。

“全面小康，一个也不能少”，这是

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是

最大的民心。

首府的贫困县，如何落实好脱贫攻

坚这头号民生工程？

产业扶贫脱颖而出，实现着扶贫从

“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产业扶贫发展模式正在清水河县

落地生根。而“山药蛋扶贫”也走出了一

条从“进城”到“上网”的清水河县模式。

56岁的清水河县窑沟乡碓臼墕村

贫困户付增云，以前一直为卖“山药蛋”

犯愁。3月 23日上午，清水河电商运营

中心将付增云和另一贫困户的 11698

斤马铃薯，以每斤 0.38 元统一收购，付

增云不仅把滞销的土豆卖了出去，还比

常规销售多增加二千多元。

帮助付增云等贫困户卖土豆的，就

是清水河县农村电商团队，这支团队在

清水河县 8 个乡镇、55 个行政村建立

了“村级电商服务站”。每个服务站配备

电脑、电视、打印机、办公桌椅等硬件设

施，可以实现网销网购、仓储配送、劳务

输出等，除此而外，村级服务站还能对

接包商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实现代

缴电费、有线电视费等功能，以及现金

存取、贷款等金融职能。比住在城里都

方便。

55 个“村级电商服务站”可不是摆

设，这些网点都是由清水河籍大学生、

返乡创业者、农村青年等学习能力较强

且有创业意愿的群体组成。而这些村级

网点就像一颗颗种子，在村里生根发

芽，一根网线一台电脑，动动手指头，就

完成了村民的农产品上行需求的信息

收集和下游需求对接，实现了农村优质

农产品的集中和售卖，解决农产品卖难

问题，帮助农户脱贫。

收购了付增云的“山药蛋”并没有

满足电商服务站的运营中心的“胃口”，

3月 23 日这一整天，清水河县窑沟乡

碓臼墕村电商服务站的运营中心工作

人员将贫困户的 2 吨“山药蛋”统一打

包，装车发往呼市。而没用了三天，2吨

“山药蛋”就通过蒙清农业旗下的餐饮

门店销售一空了。

首批帮助贫困户销售 1 万多斤土

豆后，3月 28 日，清水河电商团队来到

清水河县韭菜庄桦树梁村，收购了贫困

户赵成家土豆 18000 多斤，又为贫困

户增收 2000多元。

“帮农民卖土豆”，清水河电商团队

早有定论，凡是爱心助农产品都不赚

钱，他们还为这次活动精心设计了广告

词———“‘山药圪旦’进城喽———让真正

的美味不被埋没！”清水河县电商团队

负责人吕苏苹表示，我们不但不赚一分

钱，还要补助人工成本，目的是帮助贫

困户卖掉土豆。

自 3 月份清水河县电商运营中心

开展“山药圪旦进城”活动以来，陆续

接到了多份来自不同地区的订单，

已成功帮助多个贫困户解决了 3 万多

斤土豆的卖难问题，运营中心还有个

“小目标”———帮助农户销售 20万斤。

“山药蛋”在清水河县电商运营中

心的账簿上顶多也就算个后起之秀。在

清水河电商运营中心的大力推行下，清

水河县电商运营中心正在把清水河县

的农产品打造成公共品牌。这一举措不

仅可以解决小企业包装价格居高不下、

产品价格混乱、分散推广、品牌知名度

不高等一系列问题。公共品牌产品打造

的溯源体系，更为后续的品牌推广提供

了质量监督保障。

“作为农村电商从业者，理应帮助

农民解决困难。”吕苏苹说，他们的扶贫

助农行动会一直持续下去。而涉及的农

产品也不会只有“山药蛋”，还包括黄

豆，绿豆，红小豆，小香米谷子，红黍子

等各种杂粮和土豆、豆腐、胡油、猪肉等

多个类别。

清水河县是穷，但是却不乏资源不

穷志气，清水河县是旱，却旱出好农产。

这些年来，清水河县的小杂粮、海

红果、果丹皮、米醋等一批竞争力强、知

名度高的品牌农产品被培育出来，只要

有销路，农民的土特产就不愁不挣钱。

这也是清水河县农村电商团队相

中的传统特色农产品的多样性和丰富

性，为其发展提供的物质基础。

特色农产品上网光有物质基础明

显不够。“关键要构建系统的实现农产

品上行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架构

体系。”内蒙古蒙清农业总经理黄福星

这样说，为实现特色农产品更好地触

网，清水河县早已建成了一个完善的农

村电子商务发展体系。

首先是电商平台打造。清水河县投

资 500 万元，在当地建成集创业、培

训、孵化、政策咨询、农产品品牌培育和

营销、数据收集分析等功能于一体的电

商运营中心。在农村，全县建成具有网

上代销代购、代收代发及其他增值服务

功能的乡镇村电商服务联络站 55 个，

实现乡镇级服务站全覆盖，村级服务站

点覆盖率为 60%。

其次是畅通物流渠道。清水河县出

台了电商扶持政策，将农村电商物流服

务功能融入电商服务站点，实现了“农

村物流 +电商”二合一服务功能。同时

开辟营销载体。蒙清农业在呼市金桥电

商园区建设了呼市首家汇集农业体验、

电子商务、创客分享、农业人大代表之

家为一体的新型的创新业态———“一座

农桥”，实现了与清水河种植基地的可

追溯连接。

最后是龙头企业带动地方实现电

商化转型。蒙清农业作为内蒙古农牧业

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走出了一条独具

特色的结合清水河特色农产品的电商

化道路。通过龙头企业的发展，推动地

方在互联网基础环境、产品开发、市场

策划、电商营销等领域的发展，带动一

批中小型企业和合作社的发展，真正实

现县域的电商化转型。

黄福星深有感触地说：“利用电商

优势，不仅可以帮助农民解决农产品上

行问题，而且也让消费者获得了性价比

更高的农产品，使各方都能共享互联网

及新技术应用多带来的红利。”

“鸡蛋、土豆、猪肉、胡油，只要是

当地特色农产品，都能放到电商平台

卖。”走乡串户“搜集”新鲜的农货，已成

了农村电商服务站联络员的习惯，这批

农村电商人的努力，承载着贫困户脱贫

的希望。

为促进电子商务更快发展，清水河

县重点开展了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

建设、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农产

品质量追溯体系建设和电子商务人才

体系建设、农村服务点建设。

目前建成县级服务中心 1个、物流

配送中心 1个，电子商务农村站点 55

个，服务站月交易额达上百万元。线上

平台“清河田园”、京东“清水河特色馆”

成绩显著。与此同时，县级公共服务中

心已入驻企业 44 家，在当地发挥龙头

带动作用，把具备条件的企业和产品进

行整合，通过孵化运营实现转型升级，

最终将清水河优势特色商品资源推向

全国。

据记者了解，清水河县服务中心整

合的商品资源包括亚麻籽油、小香米、

豆类制品、黄芩山茶等，涉及供货企业

12 家，已选定 5个产品进行集中推广。

同时，服务中心开启惠蒙汇及有赞平

台，助力产品推向区外，手机端平台以

线上活动、引流、复购为主，以微信为依

托，沉淀精准客户，推进产品销售。

黄福星表示，结合清水河县的实际

情况及产业优势，探索并创造适合农村

电商发展的“清水河模式”，即通过地方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的电商发展

引领，带动一批中小企业及合作社实现

电商化转型，辐射广阔的农村地区及广

大的农民群体，特别是贫困农民，实现

互联网 +精准扶贫，推动农村互联网

及电子商务基础设施的发展，打通农产

品上行的通路，增加农民收入，带动地

方经济发展。

将贫困户植入到产业发展链条中，

最大限度地带动贫困户稳定增收。清水

河县农产品已经不仅是要“进城”，还要

“上网”，贫困户不仅有脱贫路子，还拥

有了致富的梦想。

资料图片

从“进城卖”到“网上抢” 清水河县开启山药蛋扶贫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