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兰县2021年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项目2023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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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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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兰县 
2021 年
电子商
务进农
村综合
示范项
目第一
标段

银川华
信智信
息技术
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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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供应链选品区布局设置制作完成供应链选品区平面规划图纸，设
置1乡4镇1农牧场特色产品区域。
2.通过前期的沟通了解，为贺兰县内2位个人创业者进行针对性指导服
务，提供电商营销和电商培训服务，扎实做好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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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站点增收：分别为南梁台子铁东村、南梁台子铁西村、立岗镇、洪广
镇暖泉农场、洪广镇金鑫村、洪广镇欣荣村、金贵镇银光村、金贵镇江
南新村；月均增收达500元至1000元（不含）站点5个，为南梁台子隆源
村、立岗镇兰光村、金贵镇银河村、金贵镇通昌村、金贵镇汉佐村。
2.日常工作：完成包括南梁台子3个电商服务站、立岗镇8个电商服务站
、洪广镇8个电商服务站、金贵镇5个电商服务站、常信乡9个电商服务
站、习岗镇4个电商服务站共计37个乡村电商服务站的日常巡检，对各
个电商服务站的硬件设施、卫生环境、智慧乡村APP打卡、每日下行快
递收发情况、快递补贴发放的收据填写、金融服务养老代取、社保医保
缴纳是否正常、农产品上行条件及可上行的产品种类、人力资源服务的
正常运行、再生资源回收的正常运行、台账填写规范性培训以及月销售
额的增加等方面按照高服务标准对37家电商服务站点进行月度例行巡检
。

2022年6
月底

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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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快递下行：中通、韵达、申通、丰网、极兔5家快递公司本月完成快
递分拣47.34万件，环比下降16%，其中乡镇件分拣10.31万件，环比下
降7.7%。
2.农产品上行：农产品上行区日常进行蛋挞、牛肉丸、牛羊肉、方便面
、枸杞、八宝茶的打包、发货、装卸作业，经统计12月份合作企业包括
宁夏蓝舍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企业通过拼多多销售产生的销售订单额订
单额3016个，环比下降76.8%，销售金额91.84万元，环比上升5%。

2022年
12月底

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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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1月底，电商合伙人百店计划已完成38家拼多多店铺开设，并上架
血橙、青苹果、天山雪梨、阿克苏苹果、菠萝5款产品。

2023年底 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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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媒体宣传：1月累计发布9篇推文，累计发布视频6辑，累计直播38
小时，商品曝光次数达20万次。
2.电商活动：“玉兔迎新，贺享优惠”贺兰县2023年年货节于1月21日
圆满结束，其中欣兰广场主会场累计销售额120万元，奥特莱斯分会场
累计销售额365万元，金贵堡分会场累计销售额107万元。2023年云上年
货节通过企业、个人、网红直播，同时发放线上优惠券促销，累计销售
额达530万元。

2023年底 杨楠

完善农村电商品牌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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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设计大河兰山区域公共品牌产品包装箱，已完成具有贺兰本土培育的
特色农产品内西红柿、青椒、圆茄、西葫芦、葡萄，共计5款产品。

2022年底 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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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农村电商品牌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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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设计大河兰山区域公共品牌产品包装箱，已完成具有贺兰本土培育的
特色农产品内西红柿、青椒、圆茄、西葫芦、葡萄，共计5款产品。

2022年底 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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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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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已打造12人的筑梦导师团队，2023年将继续挖掘农村电商人才，扩
充团队；
2、目前正筹划第二届贺兰县创新创业大赛，方案撰写中，预计2023年
6-7月进行。

2022年3
月底

刘渊

普惠培训

    1.针对针对返乡农民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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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因疫情原因未开展培训，确定在2月1日开展为期一天的拼多多运
营专题培训班；计划于2月中旬开展全县党政培训班及红酒行业、汽车
行业电商专题培训，正与组织部沟通中。
2、本月已回访培训学员25人，其中：男性15人、女性10人；年龄均在
20岁~35岁之间，其中包括企业人员18人，公共服务中心7人；8人开店
。

2023年底 刘渊

创新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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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踪已孵化电商达人，给予创业指导，正在继续发掘寻找新的创业人才
。

2023年底 刘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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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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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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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平台注册人数为371人。

2022年底 刘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