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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户对接大市场

行走在智能控温、控湿的银耳菇棚内，古
田县中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忠生拨
开一朵朵雪白的耳花，确认银耳菇的生长状
况。“我们的银耳在东方甄选、交个朋友等直播
间都卖过呢，很受欢迎。”黄忠生说，今年1到6
月，通过电商平台，公司已卖出60万单的古田
银耳产品。这样的销量，放在以前，大家想都
不敢想。

在古田县，许多家庭世代以种植菌菇为
生。全县农业人口中 70%的家庭从事食用菌
产供销活动，全县农业总产值的70%来自食用
菌产业，农民现金收入的 70%来自食用菌产
业。黄忠生的公司成立了一家农业合作社，联
合村民一起种植银耳、从事菌菇产业。以前，
合作社对接的销售渠道主要是各地的商超、农

贸市场、深加工工厂等，回款时间长，还有层层
中间商。直到 2020 年，合作社开始试水抖音
电商，情况有了变化。

“借助电商平台，产品从原产地直达消费
者的餐桌，价格还更加实惠。”黄忠生说，在直
播间和短视频中，更多人知道了古田的食用
菌，还了解到它的多种食用方法。“比如，我们
的银耳不仅可以拿来炒蛋、做银耳羹，我们还
做视频教程，教大家用银耳搭配水果、牛奶、酸

奶等自制甜品，很多用户点赞并下单。”
数据显示，今年 1到 6月，随着“山货上头

条”等专项资源的投入，抖音电商里食用菌类
目销量明显增长。其中，福建省食用菌商品销
量同比增长178%，商品款数同比增长117%。

不只古田银耳，近年来，烟台苹果、荆州鱼
糕、北海海鸭蛋等农特产品都在电商平台卖火
了。专家认为，农村电商发展如火如荼，流量
得以转化为销量。一方面，分散的小农户对接

上了大市场，打通了农产品销售及进城通道；
另一方面，农产品“前端”与消费者“末端”快速
对接，催生出产销无缝对接的新模式。

直播成了新农事

当流量变成“新农资”，直播就成了新农
事。在古田县旁边的屏南县罗沙洋村，“小田
姑娘”田小宇就是一位远近有名的直播带货带

头人。95后的她参加过县里面的电商培训，于
是拿起手机展示家乡高山原产地菌菇的优势，
教大家辨别菌菇的好坏，也通过直播讲解福建
特色的煲汤习俗，逐渐得到了用户的信任。

“零散的初级农产品很难在市场里卖个好
价格，但是我们做好品牌，有了口碑，就会形成
正面循环。”田小宇说，渐渐地，“小田姑娘”品
牌有了认知度，店铺销量上来了，还发展出相
对稳定的供应链体系，从销售到分拣再到打包
发货，带动周边近300位村民就业。

和直播间粉丝的互动，也激发了田小宇的
灵感。例如，传统模式下菌菇论斤卖，用户买
到后不懂如何烹饪。田小宇就推出一款适合
现代人快节奏需求的菌汤包产品。这款汤包
里有虫草花、鹿茸菇、香菇、鸡松茸、猴头菇、羊
肚菌、白松茸等 7 种菌菇，营养丰富，可以干
锅、可以爆炒，也可以煲汤。“之前村民们种植
菌菇都是零星分散的，不知道一年种多少、又
能卖多少。”田小宇说，现在有了电商平台，菌
菇汤包得到消费者认可，村里面的菌菇基本上
不愁销路，一些市场需求量相对较小的菌菇品
种也有了更加稳定的收购渠道。

在“小田姑娘”的带动下，越来越多村民把
手机作为新农具，开始自产、自播、自销的电商
创业路。当地政府成立直播基地，还提供人员
培训和设备支持等，现在直播团队已经发展到
200多人。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陈卫平认为，在农村电商中，消费者、小农户、
生产者、供应商、服务商等各产业主体紧密合
作，实现了价值共创，有助于促进乡村产业整
合和发展质量升级。

增强电商技能实训

与古田县、屏南县的乡亲们类似，越来越
多人加入到农村电商中来。数据显示，农村电
商吸引了一批农民工、大学生、退役军人返乡
创业，截至去年底，全国农村网商（店）已达到
1730.3万家。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二级研究
员张照新表示，电子商务进农村，不仅是推动
特色农产品优化结构、规模化发展的新举措，
更是培育特色品牌、拓展产品增值空间、加速
产业带形成的新动力。

截至2022年底，中国农村网民规模超过3
亿人，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 2.17万亿元；全国
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 5313.8 亿元，同比增长
9.2%。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围绕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把农村电商作为县域商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一体推动，促进农村电商高质
量发展。

专家认为，可以利用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
务中心的场地和设备等资源，打造一批县域电
商直播基地、“村播学院”，整合各类资源，增强
电商技能实训、品牌培育、包装设计、宣传推
广、电商代运营等服务能力，推动县域电商形
成抱团合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培育特色品牌，拓展增值空间

电商发展好，农货卖得俏
本报记者 叶 子

在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

群山掩映下，一排排保温隔热

的大棚坐落其间，里面都是种

植的食用菌。长久以来，这片

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的土地，成

就了“中国食用菌之都”。如

今，通过电商平台、直播带货

等，菌菇走出大山、走上千家

万户的餐桌。

近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

合发布《县域商业三年行动计

划（2023-2025年）》，提出推动

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大力发

展农村直播电商，培育“土特

产”电商品牌，鼓励农村电商

创业就业等。未来，越来越多

山里货、土特产将在电商平台

热销。

网红主播在贵州省黔西市金碧镇铧口寨社区梨子基地，帮助村民直播销售梨子。 周训超摄（人民图片）

本报北京电 （记者刘温馨）
近日，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发
布了《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
平台发展八大成效》。报告指出，
当前中国“双跨”平台承载工业
APP 数量已超过 43 万个，服务园
区数量达到1706个。

工业互联网平台在提高资源
配置效率、构筑竞争新优势、推动
技术和产业变革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近年来，中国“双跨”平
台发展迅速、创新活跃，取得了一
系列积极成效。

发展规模健康有序，开放运
营能力突出。平台平均连接工业
设备超218万台，平均营业收入达
到 69 亿元，服务企业数量超过
23.4万家。

工业软件云化实现突破。平
台深入制造业特定场景开展研发
和应用，正成为带动工业软件云

化创新的有效路径和重要载体，
催生了新服务模式的工业APP快
速兴起。

赋能成效日益显著，平台通
过对机械、电子信息等行业的经
验和工艺进行模型化、软件化，
实现工业知识的沉淀、复用和重
构，共沉淀工业机理模型超 123.7
万个。

“‘双跨’平台作为中国工业
互联网平台最高发展水平的代
表，正成为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的硬支撑、引领高
质量发展的强引擎及未来竞争的
新优势。”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
党委副书记、工业互联网平台创
新合作中心秘书长李炜表示，下
一步将着力锻长补短、固强补弱，
合作共进，进一步增强核心能力
建设，带动中国工业互联网平台
产业迈向新征程。

“双跨”平台承载工业APP数量超43万个

近日，浙江省内首条自动驾驶公交线路绍兴无人驾驶公交专
线正式投入运行，该线路目前主要在杭州亚运会的绍兴棒（垒）球
体育文化中心周边为乘客提供服务，吸引不少市民游客乘坐体
验。据悉，这条绍兴无人驾驶公交专线将承担杭州亚运会接驳任
务，单趟运行时间约30分钟。图为乘客在绍兴棒（垒）球体育文化
中心体验乘坐无人驾驶公交车。

龙 巍摄（人民图片）

让百姓少跑腿

打开山东法院电子诉讼服务平台，注册后在
民事、行政、刑事自诉一审菜单点击申请，填写信
息提交诉状和立案材料，即可等待申请结果。“在
线立案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之前需要去诉讼服
务中心排队取号，现在随时随地可以立案，网上立
案做到了‘让百姓少跑腿，信息多跑路’。”济南市
民张先生说。

在线庭审让不少当事人和律师直呼方便、高
效。在重庆市江北区，一场在线庭审正在人民法院
进行。在法官主持下，当事人通过线上方式进行陈
述、举证质证和答辩等，电子庭审笔录同步完成制
作，当事人通过手机扫描便捷进行电子签名确认，
整个庭审秩序井然、高效顺畅，用时仅半小时。“确
实很方便，网络庭审受到很多律师和当事人的欢
迎，有的案件不用到庭审理，让当事人和律师告别
了舟车劳顿。”重庆市的丛律师说，智慧法院建设发
挥了大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人民法院依托
信息技术，积极稳妥推广在线审理机制，有效实现
司法数据电子化、诉讼活动网络化、司法裁判初步
智能化。改造升级建成全国统一的“人民法院在线
服务”平台，支持从起诉立案到宣判执行全流程网
上运行。“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集成了调解、阅
卷、庭审、送达、保全、鉴定等全国通用诉讼服务功
能，已集成全国 3500多家四级法院，每日提供在线
服务超千万次。通过在线方式开展诉讼，当事人参
与诉讼从平均往返法院6次减少到只需要1至2次，
甚至一次也不用跑。

司法效率提高

智慧司法体系的建设不仅给人们带来便利，也
帮助司法工作人员提质增效。卷宗数字化识别、卷
宗自动分类编目、庭审语音识别、立案智能辅助、类
案智能推送、庭审自动巡查……一系列数字化技术
正推动全国智慧法院建设转型升级。

“法院认为，被告向原告借款的事实清楚……”
在广西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速裁团队办公室，一
名法官正对着话筒说明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的判决
书，前方的电脑屏幕上，几乎同步出现了法官所讲内
容的文字。借助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技术，不少法
庭可以将庭审语音同步转化为文字并生成庭审笔
录，庭审笔录转化正确率达90%，法官和书记员的庭
审记录工作量大大降低，工作效率迅速提高。

实现案件繁简分流是提高司法效率的关键一
环。江苏省苏州市利用“苏智”办案辅助平台，实现
了“多元解纷、繁简分流、实时指导”。借助大数据
分析功能，“苏智”平台可以根据调解员擅长处理纠
纷类型进行自动分案。同时，“苏智”平台自动生成

“一案一群”，实现法官、调解员、书记员、当事人实
时线上沟通。

专家认为，随着科技进步，智慧化、数字化成为
发展趋势，依托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指尖上的
法院”日渐成为司法的新阵地，有效推动司法利民、
便民。

信息化促公平

兼顾好效率和公平，是智慧司法体系建设的关
键。智慧法院体系的建设将办案法官从琐碎、重
复性的事务中解放出来，为当事人提供更高质量
的司法服务。“法官有更多时间专注于案件本身，
将更多精力放在案件的争议焦点上，努力让人们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杭州的宋
法官说。

公平正义不仅要实现，更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
现。信息化和智慧化，为“可视化的公正”提供新的
呈现方式。如今，人民法院已建成审判流程、庭审
活动、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四大公开平台，支持案件
信息依法公开，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
司法机制。截至 2022 年 12 月，中国庭审公开网累
计直播庭审2000余万场，访问量超过540亿次；中国
裁判文书网累计公开裁判文书1.37亿余篇，访问量
超过976亿次。

业内人士认为，大数据为司法公开注入新动
能、增添新活力，人民法院向科技借力，以数字赋
能，有效保障了人们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
督权，这是司法机关勇气、智慧和担当的体现。

“人民法院将继续深化智慧法院建设，完善互
联网司法模式，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更多数字红利，
努力创造更高水平数字正义。”最高人民法院相关
负责人说。

智慧法院助力“云断案”
海外网 武慧敏

拿起手机打开法院相关

平台，注册后就能申请在线立

案；身处异地，通过视频方式

即可完成庭审环节；一些案件

信息依法在网上公开……数

字技术助力智慧法院建设，带

来触手可及的司法服务。

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当事人使用“智能云柜”存储材料。尚 博摄（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