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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搭建平台，提供就业岗位。2021年，双辽市成立
创业就业服务大厦（电商大厦），依托双辽市创业联盟开
展运营服务工作。双辽市乡村振兴局扶贫馆、残疾人电
商网络培训基地落于其中。目前，大厦共入驻企业31家，
引入一村一品 7 家，农副产品品类 20 余种，产品展示厅
310 平方米，提供就业岗位 244 个，实现销售收入 1.98 亿
元，纳税总额 60.5 万元。引入通辽、长春、福建、杭州、北
京等地大学生返乡创业人才 14 名，成立 10 家大学生企
业。产品销售形成订单基地种植、创业联盟营销、运输配
套为一体的三产结合综合性销售服务。

发挥资源优势，拓宽增收渠道。双辽市创业联盟电子
商务双创基地以搭建双辽市创业联盟电子商务双创服务
平台为目标，发挥创业联盟协会资源优势，充分利用双辽
市创业就业服务大厦实践平台，构建“电子商务+互助式
孵化”运营模式，突出平台搭建、品牌打造、品牌拓展、要
素保障等关键环节，全力打造“双创内生态”，形成互帮互
助、互利共赢的创业共同体。打通双创载体自身造血回
路，实现双创载体可持续发展。双创基地成立以来，为全
市创业者搭建新媒体销售平台，线上销售227.56万元，线

下销售农副产品416.1万斤。搭建农产品流通新平台，拓
宽农民增收新渠道。建立柳条乡清沟村水稻溯源基地，
取得绿色标识认证水稻 362 公顷，24 小时实时在线销售，
2022年累计销售大米600万斤。

发展“网红经济”，带动增收致富。培育电商直播人才
36人，常态化直播销售农副产品，人均增收10万元。创造
性搭建校企合作平台，2022 年与双辽市职业中专达成协
议，培养网络主播定岗专技人才9人。建立残疾人网络实
训实践基地，培养残疾人20人，全部达到实训实践。面向
社会累计开展培训13次，培训人次达495余人。成功孵化
农业领域 IP53 个，助推 20 个账号制作出有影响力的短视
频4800条，播放次数最高达到580万次。直播培训基地带
动本地直播从业者直播 2.5 万余次，“东北娃—英弟”“东
北萍姐”“馒头哥”等一批网红主播备受关注，销售额79.5
万元。

如今，双辽市正加快电商产业规模化、集聚化发展，电
子商务在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激发转型升级新动能、拓
宽居民增收新渠道等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电商经
济呈现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局面。

电商产业点燃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双辽市大力发展电商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全媒体记者 孙莹 张鹏 邢天笑

棚膜经济奏响乡村振兴“致富曲”
——双辽市大力发展棚膜经济记事

全媒体记者 孙莹 张鹏 邢天笑

在双英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在处理网络订单。

在双辽市柳条乡厚俗村的蔬菜种植基地，农民们正在移苗、分苗。

近年来，农村电商发展势头迅猛，成为创新农产品交易方式、增加农民收入、促进乡村振
兴的重要力量，更是推动产业发展的源动力、生力军、新引擎。双辽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电
子商务发展，坚持把电子商务作为一项重要产业来抓，认真贯彻落实吉林省、四平市有关文
件和会议精神，积极开展电子商务工作。围绕公共服务、村站建设、电商培育、物流体系、品
牌培育和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扎实开展工作，有力推动全市电子商务产业的发展，电商
交易额保持强劲增长态势。2022 年，双辽市电子商务交易额实现 87573 万元，同比增长
0.62%；网络零售额27136万元，同比增长0.83%。

加强电商服务体系建设。目前，已建成县域电商公
共服务中心1个、乡镇（街）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10个、村
级电商服务站116个,开展物流配送、农产品打包、代买代
卖、代缴费、金融服务等便民业务，使县乡村三级电商服
务体系不断完善。

加强物流配送体系建设。依托双辽市邮政分公司、
双辽市四海公铁物流有限公司分别建设村级物流服务网
点 190 个、140 个，打通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实现快递村
村通，去年到村快递 100 余万件。在双辽市柳条乡清沟
村电子商务服务站，I 不时有村民来领取快递，一位村民
高兴地说：“以前取快递要到镇上比较远，特别是下雨的
时候就很麻烦，现在电子商务到村里了，在家门口就可以
收取包裹，网购更方便了，快递进村为我的生活带来了很
大的便利”。

电商服务站提质升级。按照双辽市委“十个一”工程
建设要求，指导各乡镇提升改造 16 个村级电商服务站，
开展农产品销售，促进农民增收。服务站以创新、便民为
主，在原有业务基础上，扩充便民服务范围，增加社区团
购，采用真空包装、冷链食品存储等技术，拓展农产品上
行业务。

持续加大电商培育力度。通过开展电商网络直播带
货季等活动，培育出刘舫、刘丽华、孙敏等多名农村网
红，在抖音、快手等平台开展农产品直播带货活动，累计
销售额 59 万余元。加大对电商示范基地扶持力度，投入
资金支持创业联盟企业发展壮大。依托创业联盟开展电
商培训，重点培训农产品直播带货相关业务知识，累计培

训 340 人次。组织村级服务站站长赴浙江学习、组织
企业、各乡镇街分管领导参加中国义乌电商展。组织
绿之缘等五户涉电企业参加二龙湖年货大集活动，宣
传双辽市电商品牌和特色产品，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推
动电商发展。

打造特色优质电商品牌。双辽市农业局、市场监管
局等部门发挥业务部门职能作用，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相
关项目资金，围绕体现地域特色、文化内涵等内容，着力
推动特色农产品商标注册、品牌打造，提升双辽农产品知
名度和影响力。以“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为原则，扶持
发展特色农产品，优化品牌策划，推动产品升级，做大做
强无公害、绿色、有机的“三品一标”农产品。双辽市双
英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为进一步提升品质和品牌竞争
力，创建农产品线上销售，进一步扩大销售范围和销售
渠道，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据了解，
双英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在快手、拼多多等平台进行线
上销售，年销售总额达 1000 余万元。合作社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立足花生产业，建设花生特色产业园区＋花
生出口基地＋精深加工＋仓储物流＋线上线下销售全
产业链模式，全力打造特色鲜明、质量优异、影响力大
的花生品牌。

电商促销助力乡村振兴。双辽市举办直播带货网络
主播大赛，吸引周边省市五十余名农村网红、带货主播参
赛，农产品销售额达 40 余万元；双辽市欧亚购物中心、德
晶商贸有限公司、新立乡政府举办系列电子商务助力乡
村振兴展销会活动，收到良好成效。

全力推进直播基地建设优化环境

近年来，双辽
市将发展棚膜经
济作为富民增收
重点项目进行突
破，闯出一条调整
农业结构、转变发
展方式、发展现代
农业和增加农民
收入并重的兴农
之路。

高度重视转变观念 拓宽增收致富渠道

为了带动农民积极参与棚膜经济，双辽市按照
“政府推动、科学引领、典型示范、市场引导”的思路，
通过宣传发动、技术培训等措施，引导农民发展棚膜
经济。

双辽市以棚膜经济发展基础较好、收入较高、技
术先进的乡镇为示范，通过召开现场会、组织相关部
门考察等多种形式，用看得见的实例和实实在在的效
益吸引农民参与其中。

为 提 高 农 民 种 植 水 平 ，提 升 蔬 菜 产 量 和 质
量 ，双 辽 市 开 展 技 术 指 导 服 务 ，积 极 组 织 农 业

技 术 人 员 深 入 棚 室 生 产 一 线 ，结 合 农 时 ，推 广
测 土 配 方 施 肥 、无 公 害 蔬 菜 生 产 、病 虫 综 合 无
害 化 防 治 等 农 业 新 技 术 ，发 挥 农 业 园 区 、龙 头
企 业 和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在 科 技 推 广 中 的 示 范
作用，引导种植户向高产品种、优质安全、绿色
无公害方向发展。

棚膜基地通过发展科技农业种植反季节蔬菜，实
现各类时令蔬菜一年四季循环种植，在保障农产品及
时供应的同时，也让大棚种植成为农民增收的又一有
力手段，实现农民一年四季都有收入。

在双
辽市柳条
乡厚俗村
的蔬菜种
植基地，
农民们正
在修剪植
株叶片。

加快草莓园区建设 做大做强特色产业
双辽市委、市政府立足乡村振兴战略，以产业

振兴带动整体发展，以促进农民增收为目标，开展
高标准棚膜草莓园区项目建设，围绕棚膜经济打
造具有现代农业特色的产业园区，对产业带动发
展具有示范引领作用。今年 2 月，项目开展前期
准备工作，总用地面积 33.95 公顷，设计建设标准
化 钢 骨 架 大 棚 17 栋 、管 护 房 22 处 、业 务 用 房 1
处。立足于“公司+合作社+农户”发展运营模式，
引导带动近千人参与建设、生产等各项工作，建成
生产后年可产优质草莓 100 万斤，年均产值 2000
万元，年收益 500 万元，可实现当地村集体年收入
20 万元。

项目采用无公害种植标准，引用生物防治病

虫害技术，全面实施有机肥，使草莓品质不断提
高。项目整体预计将于今年 7 月 20 日全部建成，9
月 10 日开始草莓幼苗移栽，预计今年 11 月末上
市。草莓采摘后不采取个人采摘和零售模式，由
经营者统一运输、统一销售到长春及周边大城市
各大商超，保证优质农产品统一价格。

为确保高标准棚膜草莓园区项目按时落地推
进，那木乡党委、政府坚决落实双辽市委、市政府
决策部署，高效完成土地流转农户思想动员、合同
签订、施工推进等各个环境工作，确保该项目顺利
实施，按期生产见效。相关负责人表示，那木乡将
及时跟进高标准棚膜草莓园区建设，全力以赴保
证实现草莓园的带动发展和引领作用。

发展大棚蔬菜种植 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柳条乡厚俗村立足本村自身优势，坚持以“十
个一”工程为抓手，创新农业发展方向，把发展棚膜
经济作为农民增收致富的突破口，全力打造温室棚
膜基地，促进产业增效、集体增值、群众增收，以特
色产业推动共同富裕，助力乡村振兴。

走进柳条乡厚俗村的蔬菜种植基地，一排排蔬
菜大棚首尾相接、整齐划一地排列在地头。棚内温
度适宜，株株秧苗整齐排列，郁郁葱葱；工人们低头
忙着覆膜、填土、育苗现场忙得热火朝天。大棚技
术人员告诉记者，由于采用了“黑白膜双覆盖的种
植技术”，在提高地温，加快秧苗生长的同时，还可
以保障育苗生产质量。

该基地预计新建蔬菜大棚 40 个，预计投资
1080 万元。其中第一期 12 栋大棚建设于 2022 年 12
月 20 日完工，1 月中旬播种第一期蔬菜，12 座大棚
目前育有香瓜、黄瓜和豆角 3 个品种，共 6000 株幼
苗，引入先进种植技术与管理经验，采用现代化种

植模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与产出水平。目前大棚
内香瓜、黄瓜、豆角幼苗长势喜人，呈现出一派生机
勃勃的景象。

该蔬菜种植基地不仅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增加
农民收入，同时带动农业生产方式由传统、粗放型
向精细、集约型转变，加快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步伐，
推动产业发展与群众致富深度融合，进一步推动农
业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据介绍，厚俗村在当地乡党委、政府的领导下，
以“党支部+合作+农户”的产业模式，进一步整合
蔬菜产业种植面积，已然形成“化零为整”的规模化
种植。柳条乡还将着力推动厚俗村蔬菜种植基地
二期工程 28 栋高标准蔬菜大棚的建设工作，项目
全部达产后，年可实现种植两茬蔬菜作物，预计每
栋大棚年纯收入可达 12 万元左右。同时，可带动
长年就业人员 100 余人，从而进一步提高村集体收
入，实现优化产业布局，促进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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