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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薯订单量大增
双十一能达到十万单

5日，在泗水供创农业科
技服务服务有限公司电子商
务分拣配送中心，一条条标语
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一切备
战双十一，创佳绩—让泗水甘
薯香飘万家”、“从田间到饭桌

就是一个物流的距离”、“控品
质、降损耗、抓时效—以提升
用户满意度为目标”……条幅
挂在厂房醒目位置，字里行间
透漏出该企业对双十一节点
的关注和重视。

分拣配送中心内一派忙
碌的景象。一堆堆甘薯旁坐满
了来此打工的人，分拣、装箱、
过称、打包……一道道工序有

条不紊地进行着。来此打工的
王大娘，坐在马扎上细心分拣
着甘薯，“带疤瘌的不能要，有
虫蛀眼的也不能要。”王大娘
告诉记者，自己来这里打工一
个多月了，每天干8个小时，能
挣60多块钱。虽然对电商没什
么概念，但是看着自己的劳动
成果一车车被拉走，王大娘心
里也挺有成就感，“这里的生

意那么好，我们就能多打几天
工，多挣点钱。”

泗水供创农业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负责人闫海振告诉
记者，他经营的甘薯产品现在
已经开始在天猫、淘宝等电商
平台进行预售，十斤装的甘薯
推出的价格是29 . 9元，现在
抢单只需预付5元，到双十一
当天下单再付24 . 9元就可以
了。“现在预售已经三万多单
了，估计双十一当天能达到十
万单。”闫海振信心满满地
说。

供销社发力订单农业
帮本体企业找到商机

“做电商就要推陈出新，
大家都在卖单一品种，容易导
致消费疲惫，这时候就要用新
的产品吸引消费者的眼球。”
为给消费者提供多样性的产
品，结合当地的产业优势，闫
海振带领团队打造了“四色
薯”薯盒，发力中高端市场。

“四色薯由薯中四宝———
尼山儒薯、尼山颜薯、尼山蜜
薯、尼山雪薯精选而成，这四
种甘薯都有独特的吃法。”闫
海振说，这一产品主要销售途
径是社区团购、微商、直播带
货等途径。

闫海振告诉记者，产品在
电商平台的大卖，得益于泗水
县供销社对订单农业的尝试。

“通过发展订单农业，把购销
两端紧密联系在一起，既能够
稳定农业生产，扩大农产品种
植规模，也能推动农产品标准
化种植，培植特色产业。”

“订单农业不同于传统的
计划经济，必须按照市场需求
去组织和安排生产种植，通过
灵活、新颖的营销方式和流通
模式，去拓展市场、扩大销
售。”济宁市供销社相关负责
人说，在做好传统渠道销售的
基础上，重点组织推进全网营
销、社区团购、同城配送、体验
式销售、农超对接等新型营销
方式，特别是要充分利用好全
市供销社电子商务联盟和超
市采购联盟，发挥好两联盟的
作用和系统内联合合作的优
势，多渠道、多模式开拓农产
品市场。

“我们力争利用一两年的
时间，在全市供销社系统基本
搭建起一个以订单农业为总
抓手，以标准化基地建设为基
础，以冷链物流、电子商务和
农产品精深加工为支撑，以可
追溯体系建设为保障的农产
品全产业链服务体系基本框
架。”该负责人介绍。

泗水县供销社发力订单农业，助推本土企业实现产销一体化

““双双十十一一””，，泗泗水水甘甘薯薯走走上上万万家家餐餐桌桌

经过分拣、装箱等程序之后，甘薯直接送上物流车发往全国各地。

“双十一”马
上到来，各行各
业的电商企业，
都在线上卯足劲
推 广 自 己 的 产
品，以期自己的
商品大卖。在泗
水，家喻户晓的
甘薯也加入了这
一电商狂欢，泗
水县供销社通过
发展订单农业，
拉长产业链，把
深加工的甘薯产
品通过各大电商
平台送到了万家
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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