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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农民民变变电电商商，，田田里里种种树树网网上上卖卖
郓城依托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把当地农特产品销往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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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邢孟 通讯员 魏忠友 刘考勇

春节后，当外地的农民工争相外出打工时，郓城县张营镇的
村民却在农田里忙得热火朝天，挖坑栽树、浇水施肥，他们种下的
不仅是树苗，更是他们的致富希望。

如今，随着电商的不断发展，网络销售已经成为不少商家的
重要销售渠道。不用出门，在家用鼠标一点，买卖就成了，不仅省
时省力，还不愁销路。郓城县张营镇的农民们也瞄上了这一新的
营销方式，他们也做起了电商，将自己种植的绿化苗木进行网络
销售，通过QQ、微信与客商“砍价”，不用出门，订单就找上门来。
通过网络销售，张营镇已经成了全国绿化苗木集散中心。

农民做起电商 绿化苗木“触网”销路畅

“现在鼠标一点，我们就能做
生意了。”刚刚给自家的苗木施完
肥，殷垓村村民李子国就又急忙坐
在了电脑前。原来，自从加入了电
商，他的苗圃三年内发展了5倍，也
有了自己60亩的“兄弟苗业基地”。

“有了网上订单，我再也不用整天
往外跑了。”李子国喜滋滋地说道。

原来，张营镇东边的殷垓村、
大人村、魏垓村等几个村原本就有
苗木种植的习惯，但以往村民们种植
的苗木销售也仅限于周边县市，行情
不好时，面积就急剧缩减，村民们也
挣不了多少钱。2009年，一些村民尝
试着进行网络销售，没想到订单逐渐
增加，这也让村民们看到了其中的商
机，其他村民也纷纷加入，绿化苗木
的种植面积也不断增加。

“懂网络的网上营销，有技术
的做苗木种植管理，有车有力气的
搞运输，即使没本钱、没力气的老
人也可以除草施肥每天挣上一百
多元！”殷垓村党支部书记李庆伟
介绍说，目前殷垓村有30多个绿化
苗木基地，约600余亩种植面积，仅
苗木销售一项去年就达8000万元。
父亲忙着在田里植树、浇水，儿子

在家通过QQ群、微信圈正与客商
营销苗木“砍”的欢，这也成了殷垓
村不少村民家的写照。

除了殷垓村，张营镇大人村的
村民曾凡义通过网络营销绿化苗
木可谓后起之秀。他的基地有300
多亩，品种也最多，最大的一棵景
观树已上价11万元还不舍得出手。

“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曾
凡义告诉记者，他高中毕业后到南
方打工，辛辛苦苦干一年也挣不了
几个钱，日子过得紧巴巴。看到乡
亲们收购、种植绿化苗木致富后，
他也返乡承包了10亩地栽培种植。
善于交际观察、动脑子的孟凡义没有
像其他人那样收购普通品种，购买中
他专挑树龄大、耐成活的树种。因善
于运营网络营销圈，他的收购营销渠
道比别人区域广。因此，他的利润比
其他种植户高了许多倍。

短短五年，曾凡义的小苗圃变
成了绿化基地。走进他的种植基
地，6万多棵国槐、2万多棵金槐、2
万多棵合欢、1万棵法桐和6000多
棵大皂角树把基地打扮得俨然是
个植物园，沿着泥土小路向里走，
一路一景，曲径通幽。

依托电子商务 郓城农特产品销往全国

根据市场需求，张营镇因
势利导，及时指导种植户不断
优化和改良品种，把同一品种
的苗木以户为单位相对集中，
每百亩一个品种，连片种植，
统一管理。苗木生产不断向高
档化、系列化方向发展，有效
满足了京津冀各类绿化市场
的需要。如今，通过网络营销，
全国各地的绿化苗木也运到

这里，再从这里发往全国各
地，电商把这里催生成了全国
绿化苗木集散中心。

一树引来千树绿，一业带
来百业旺。张营镇的苗木绿化
种植产业很快带动了周边杨
庄集镇、黄泥冈镇农民流转土
地种植苗木。而南部丁里长
镇、武安镇、双桥镇群众则把
花卉种植作为配销品紧打顺

风车，很快也在网络热销中赢
得市场。

据了解，近年来，郓城县
依托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让
紧俏绿化苗木成为了培育基
地，让藏在深闺的农特产品走
向了全国各地。该县及时培植
了一批淘宝镇、淘宝村，带动
了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电商”
正成为打造专业市场的神器。

关关爱爱老老人人
免免费费查查体体

11日上午，牡丹区南城办事处南城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内65岁以上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取人员排队免费查
体。据悉，该处此次免费查体活动从3月7日开始，到3月24

日结束，共计2000余人。目前，南城办事处已有4个社区65

岁以上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取人员进行了免费健康查
体，共计500余人。

本报记者 李凤仪 通讯员 梁涛 摄影报道

齐 鲁 晚 报·今 日 菏 泽 官 方 微
信———“牡丹传媒”为菏泽市民传播最
全面民生信息、最新鲜生活资讯,并开
展多项互动活动。致力为菏泽传递更
多正能量。

▲种植户李子国在与其他村民分享商务信息。
绿化苗木社员正在进行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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