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兰县2021年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项目2022年8月项目建设进度公示
单位：贺兰县电子商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公示时间：2022年9月8日

项目名
称

项目承
办单位

项目主要内
容 建设内容及要求 项目月度工作进展情况 完成时限 责任人

升级改造县
级公共服务

中心

1. 组建公共服务中心运营团体不少于8人，且须提
供常驻人员名单、简历，并能保证服务期内主要人员无

变动。负责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农产品上行、县域

公共品牌、乡 (镇) 村级电商服务站等所有农村电商示

范项目的管理运营，按相关文件要求监督、指导、规范

农村电子商务工作高效运行。同时，为来访政府单位、

企业调研团队、个体创客提供咨询接待讲解服务，介绍

贺兰县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状况、中心功能及展示展销产

品情况；负责受理和妥善处理前来服务中心咨询创业孵

化等事宜；做好相关资料起草、归档、保存工作。指导

解决县域电子商务发展中的需求，做好本地市场主体各

类电子商务数据的统计报送。

2.完善功能分区。提升电子商务人才培训基地、大

数据展示、创业孵化、商务接待、咨询洽谈、经验交流

、项目策划等服务能力。 统筹推进电商产品研制、质

量检测、品牌推广、品质控制、包装制作，引进直播、

网红进行产品销售；积极对接区内外产销供需信息，精

心组织企业和本地农特产品外出展销和洽谈合作，拓展

农产品展销渠道；对入驻电商服务中心所有企业，协调

金融、物流、培训、便民服务等 增值业务，探索市场

化可持续运营机制，一站式解决电商发展中的服 务需

求；积极服务于乡村电商服务站点，做好农村电商市场

经营主体辅导服务、孵化培育和数据统计等工作。

1.开展13 大类的 47 项基础

免费服务及 29 项增值服务；

2.计划组建 30 人专业团队运

营， 目前实际在岗 19 人，公

司远程协助 7 人，共计 26

人。为企业提供平台搭建、运

营孵化等服务事项，制作 7

条宣传短视频累计播放量 3

万余次，吸引前来咨询的企业

有 40 余家。

2022年3

月底
杨楠



乡镇、村级

服务站点建

设

1.按照要求升级现有乡镇、村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

站、建设有 需要的站点，共计不少于5个乡镇、30个村

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站，对 全县30个村级电子商务服

务站统一管理，技术人员每两个月为村站点上门检查指

导工作一次，对其运营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现场指导，激

活农村电商服务功能，为村民提供网上代购商品、农产

品销售、代收代发快递、社保缴纳、开设网店、直播带

货等便民服务，协助村民解决有关疑难问题，收集运营

情况资料及时反馈信息到商投局。

2.指导村站点负责人统一安装、使用“智慧乡村服

务应用”APP，定期上传数据和检查站点运营情况；

3.保存现场实时工作记录、工作内容、达到的效果

等有力佐证材料。

村站引进线上购物、充值缴费

、快递物流、劳务派遣等服

务，实现“一网多用、一站多

用”的新型乡村便利店。 目
前，已开展 10 个优秀示范站

点的创建，站点月均增收 800

至 1500 元不等，个别站点因

人口密集度高，业务量大等因

素，月均仅快递收入超 1.5

万元。

022年6月底 杨楠2



贺兰县

2021 年

电子商
银川华
信智信

健全县乡村

三级物流共

同配送体系

1.每月统计贺兰县乡镇至行政村快递物流单据和票

据以及同城配送、冷链物流情况，辅助商投局开展“最

后一公里”和“最初一公里”物流配送；配合商投局开

展各类检查；根据工作需要无条件向公共服务中心运营

主体提供三级物流、冷链物流相关统计数据。

2.合理规划邮路，根据全县的乡镇分布和乡村道

路，优化配送 线路。最终实现快递包裹从县城到村双
向流通，物流快递服务的乡镇、行政村覆盖率100%。

3.冷链物流体系整合：能够整合县域冷链物流基础

性设施，提高农产品商品化处理和流通服务能力，增强

冷链流通服务能力。整合全县 现有商贸流通企业、快

递物流企业、邮政、供销等各种社会运输资源和配送网

络，入驻县级物流配送中心。

建设物流信息化系统一套(包括但不限于物联网、物流

大数据等)。

打通县至乡镇直达货车干线 7

条，乡镇至村的货车支线 29

条，做到了农村快递派送全覆

盖。以 6000 平方米贺兰县仓

储物流配送中心为依托 ，快

递日常处理能力达 8 万件，

其中到港件 6 万件，出港件

2 万件。搭建物流大数据平

台，引导全县物流快递企业资

源共享。搭建容积 1089m³的

公共冷链物流中心仓，可

满足本地大宗农产品、肉蛋奶

产品交易收购期临时仓储服务

。 目前，每票快递派送到村的

成本由 2.38 元降至 1.1

元，降幅 53.7%。每件快递送

至乡镇站点成功入库可获得

0.7 元提成，乡镇至村站线路

补贴 20元/站点/天；村站每

票下行快递 0.3 元/件。快递

上行成本由单均 6 元降低至

2.7 元，降幅 55%。

22年12月 底 杨楠

务进农

0



村综合

示范项

目第一
标段

息技术

有限公

司

推动农村商
贸流通企业

转型升级

1.支持本地农村传统流通企业升级转型。支持企业

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的技术手段，作为企业在经

营活动中的货物采购、仓储管理、营销方向、促销方式

、活动节点等各项环节的决策依据，通过大数据提高生

产、流通的组织化和标准化水平。建设本地化连锁化的

服务和营销体系。支持企业在县城各大社区以及各乡镇

发展连锁配送业务，建立经营网点，大力发展线上下单

、到店取货、送货到家等线上线下交易融合的多种方式

同城配送业务，实现农产品上行和工业品下乡双向配送

流通。支持1-2家本地农村传统流通企业转型升级，建

设本地化连锁化的服务和营销体系，实现线上线下交易

融合；

2.提升生产、流通的组织化和标准化水平。年线上

销售额达10万元以上。

选择宁夏巨丰农业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宁夏天缘智慧农业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宁夏枸杞股

份有限公司、宁夏塞尚金河科

技有限公司、宁夏乐乐树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宁夏盛世百隆

工贸有限公司、宁夏五渡桥食

品有限公司、宁夏广银米业有

限

公司、宁夏裕凌丰食品有限公

司、宁夏饮和食品发展有限公

司等 10 家在贺兰县具有代表

性的传统企业，为其开辟线上

营销渠道、推广渠道及销售渠

道，提供特色产品重点服务，

并开设拼多多、淘宝、抖音、

快手、天猫等服务平台。

2023年底 杨楠

信智信
务进农



农村电商营

销服务体系

建设

培育壮大一批明星电商企业和明星电商产品，组织

骨干农 产品生产企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

等。培育壮大本土电商企业 10 家以上，每家企业开展

上门指导服务不低于6次；服务内容主要针对网店运营

、详情页制作、直播带货、线上推广营销等业务。每家

企业年线上销售额不低于10万元。

搭建贺兰县特色农产品、特色

小镇、特色文旅线上推广平台

。通过组织活动、直播、及创

业大赛等形式增加曝光量，促

进线上线下的融合发展。以常

态化的直播带货推广贺兰县县

域电商公共品牌，销售商品及

外包装为品牌载体进行传播。

目前，已为企业制作宣传短片

10 条，产品短片 20 条，村

站宣传片 2 部，主图详情页

及产品拍摄若干。同时，针对

性开展产销对接会，开展 1

个电商示范镇 (常信乡) 和 5

个电商示范村 (欣荣村、广荣

村、隆源村、铁东村、江南新

村) 建设，为实现营销体系的

全域覆盖奠定基础。

2023年底 杨楠



村电商品牌管

1.加大电商区域公共品牌宣传推广力度，支持企业

开展“农产品地 理标识”和质量体系认证不少于2个/

年，打造贺兰县电商区域公共品牌，培育一批市场认可

度高的企业品牌和农产品品牌。

2.设计1套电商区域公共品牌宣传推广方案，体现

投标人拥有强大媒体、平台资源。

3.打造贺兰县电商网货爆款。调研消费市场需求，

着力打造 1-2 款 在全国有影响力的特色产品，并作为

网销爆款，实现为贺兰电商发展引流。

贺兰县县域电商公共品牌通过

前期全国征集，共征集到

1833 份投稿，在 1833 份投

稿中，经过两轮淘汰及专家评

审，最终确定了“大河兰山”

、“云尚鲜贺” 、“贺禾甄选

”作为最终版本的选择， 由各

位领导确定最后的品牌名。现

阶段品牌名称未确定，将持续

推进后续的授权、管理、旗舰

店开设受权等工作。

2022年底 杨楠



打造一支不

走的区域农
村电商筑梦

导师团队

1.组建 3-4 人团队，提供培训相关服务；

2.遴选本地农村电商带头人、优秀企业家、电商领

域专业技术人才，通过参加国家相关部委举办的电子商

务相关培训，并取得高级电子商务师等电商相关资格

证；

3.打造一支不少于 10人的“不走的县域农村电商

筑梦导师团队” ，入驻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开展农村

电商人才培育工作，为创客及网络达人提供电子技术指

导、策划包装、营销技能等创业及入驻孵化服务；

4.举办创业就业大赛。通过举办创业大赛等方式，

培育选拔不少于 30 家企业、合作社、电商服务站及创

业人员 (返乡农民工、农村创业青年、大学生村官、返

乡大学生、退伍军人等) 运营，指导其他经营主体进行

品牌设计、产品研发、营销推广、售后服务、数据统计

报送等方面的工作。

/
022年3月底 刘渊2



贺兰县

2021 年

电子商

务进农

村综合

示范项

目第二

标段

中国国

际电子
商务中

心

普惠培训

1.针对返乡农民工、农村创业青年、大学生村 官

、返乡大学生、退伍军人、涉农企业等各类群体，开

展分级分类、多层次、多维度的普及性电商培训，培训

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品牌打造、产品设计、包装设计、店

铺装修、详情页制作、短视频制作、文案写作、农产品

上行、直播、摄影技巧等开展实战能力提升和培训，培

训 1500人次以上。开展电子商务人才专题培训，培训

人数300人次以上，每期培训1天，每天培训课时不少于

6小时；开展电子商务人才能力提升培训，培训人数

100 人次以上，每期培训 3天，每天培训课时不少于6

小时，培训合格并授予结业证书；

2.完善培训后追踪服务机制，积极与培训人员、用

工企业联

系，实时掌握企业用工需求，积极开展电商人才技能展

示活动，做好培训效果转化跟踪服务，实现培训就业无

缝衔接。每期培训结束后每两个月做一次抽查跟踪服

务，并做好跟踪服务记录，统计培训学员就业创业情况

。并按照季度将培训人员就业情况报送商务和投资促进

局。

回访10名”巾帼推介官“经跟

踪孵化， 目前有9位“巾帼推

介官”分别在抖音、快手平台

定期开播，销售产品有金贵镇

牡丹花乡门票、水果、螃蟹、

特色手工制品、宁夏特产等，

场均直播时长3小时，场均观

看人数5000余人，场均销售金

额200元-1000元不等；冯彦梅

选手选择在拼多多个人店铺直

播销售农产品宁夏枸杞，销售

额从0元增长到单场成交4000

元；张媛媛选手直播宣传金贵

镇牡丹花乡门票、水果采摘券

、景区风景等，近三十天共直

播14场，累计时长17.12小

时，场均观看人数1.2w，收获

打赏音浪170个，门票、采摘

券售出金额852元，抖音拍摄

牡丹花乡宣传短视频18条，视

频播放数3.7w，涨粉1000余人
。

2023年底 刘渊



组织17人于8月28日-9月3日赴

杭州市开展为期五天的《贺兰

县电商骨干人才高级研学班

》，培训主要内容为：直播电

商行业发展动态与趋势、电商

主播的成长规划与人设搭建、

直播电商流量的来源及引流技

巧、直播间品类规划及选品逻

辑、直播间日常运营策划及活

动运营、直播电商营销矩阵的

体系搭建、直播基地考察交流

等。培训结束后，为参训学员

颁发结业证书。

2023年底 刘渊

1.探索“电商培训机构+运营中心+实体企业”的电

商人才合作孵化模式，通过调研，选拔电商从业意向强

烈、转型升级传统企业内部员工、有一定电商经验创业

人员，开展“理论+实战”委托培养，培养以企业、个

人发展需求为导向，主要培训内容以本地农产品电商营

销、品牌打造、文案写作、视频制作以及本地历史人文
经典短视频等内容为主，培养 40 人以上。引导电商人

才在本地就业。与被培养的电商人才充分沟通，并签订

定向就业合同，培养期结束后在本地企业稳定就业，服

务本地电商发展；

2.带领本地政府主管部门负责人、电子商务企业负

责人、优秀电子商务从业者、基层党政干部、乡村站点
优秀负责人等相关人员到外省、市参观学习先进的电子

商务发展理念和实践 2 次，累计 40 人次以上；

3.开设主播培育课程，培育孵化本地不少 20 名主播达

人入驻抖
音、快手等主流平台，并跟踪服务指导 2 年。

创新培训



网络培训

1.在县级政务网等平台上开设网络公开培训课程，

实现普及型公益性培训。配套对应教材，其中，农村电
子商务相关基础性视频教材一套，不低于 20 集，每集

不低于 10 分钟；手机摄像、视频剪接、配音视频教材

5 集，每集不低于 10 分钟；PS 等图片制作工具视频

教材 7 集，每集不低于 10 分钟；

2.开展网络公开课程上传前的宣传，在贺兰县相关

网站、视频号、公众号宣传网络公开课程不少于 10

次，每月统计每期网络课程学习点击量，及时根据点击

学习量开展宣传工作，引导大众积极观看学习；

3.平台接口对接、课程视频上传维护。

1、当月已完成实操教材的部

分内容，具体进度为：淘宝

篇：已完成章节4.2/7，共计
241页，58173字。

2、通过整合国内外电子商务
专家和优质教育机构资源，平

台上线12节440余分钟的理论
知识与实践技能课程。

3、每期公开课程都会在贺兰

县电子商务培训平台、贺兰县

电子商务培训群以及贺兰县数

字商务产业协会等公共服务账

号上宣传，积极引导大众观看

学习。

4、 日常平台借口对接，视频
、课件、实操教材、通知、小
结等上传维护有序进行。

2022年底 刘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