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经济正在形成新动能，重塑
当地经济发展结构并深刻改变居民生
产生活方式。

但与数字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相
比，以乡镇为代表的乡村数字化发展
相对缓慢，大量存量市场未被充分开
发，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徐辉表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数字乡村发
展战略纲要》中指出，发展乡村数字
经济是中国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
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中国基
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
要基石，直接影响全社会治理效能。
以信息化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水
平，推进涉农信息服务资源整合共

享，全面发展智慧农业、智慧物流等
相关体系建设，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积极发展乡村数字经济新业
态，挖掘新的增长点，增强民众内生
发展动力，拓展农民增收空间。未来
20年，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将发挥出
巨大潜力。

当前，“小镇外卖”“乡村乡镇大
集”等平台，只是开始在服务业中初
探乡村数字经济，还有很多不足。数
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融
入乡村振兴。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延
链、补链、壮链、强链是主攻方向，
数字经济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打开手机，在APP或小程序上轻
点一下，几分钟，消费者所需商品、

服务等就能送到家门口。
新一代数字技术在乡村全产业链

环节应该实现数字化管理，帮助当地
产业加速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升级，
这将更有助于形成产业集群；另一方
面，数实融合的新型实体企业深度链
接产业链供应链资源，激发出地方资
源禀赋优势，实现从生产端、物流
端、销售端到服务端的全链路打通，
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数字经济潜力巨大

内卷的尽头内卷的尽头，，是是““不一样不一样””

今天中国的企业，非常“卷”。什
么是“卷”？卷就是：高强度的同质化
竞争。其实摆脱内卷最好的办法，就
是：差异化。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 宋志平

内卷的尽头，是“不一样”。这同
时 意 味 着 把 市 场 做 “ 小 ”， 甚 至 把

“小”做成核心竞争力，成为企业最坚
固的护城河，这是内卷时代的制胜法门
之一。

——紫金矿业董事长 陈景河

卷赢的终极方法，不是比你更卷，
而是跳出内卷。国内很多企业线下做得
不好，不是因为电商太厉害，而是因为
线下零售太不“支棱”了。与其将商品
卖得更便宜，不如“不一样”。

——永辉超市董事长 张轩松

企业跳出内卷竞争的好方法就是技
术创新，不断推出新的、独特的产品或
服务，业务场景往往是定制化、差异化
的，一旦拥有了差异化技术优势、差异
化解决方案，企业的利润就高，员工的
日子也比较好过，往往是客户主动来
找。

——美的集团董事长 方洪波

““淘气特产淘气特产””总总经理赵重雪经理赵重雪

瞄准土瞄准土特产特产
““缩缩小小””顾客群顾客群

本报记者 吴 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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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移动互联时代，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5G通信等新兴技术快
速推广，数字经济从城市下沉到乡村。如今，以“小镇外卖”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服务开始在我市各乡
镇萌芽，为当地居民带去更便捷、丰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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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居民享受数字生活

8月 11日早上 8点，当一些人还
在享受假日的悠闲时，在渤海新区
黄骅市南排河镇，数字物流服务平
台——“小镇外卖”的负责人陈林早
已忙碌起来。

今年初，陈林回乡创业，在家乡
率先引入“小镇外卖”平台，做起了

“骑手”。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下沉和

人们消费能力的提高，一些服务业
较为完善的乡镇也拥有了发展数字
化服务的潜力。南排河镇作为典型
的渔业小镇，经济发展迅速，人口
稠密，周边第三产业完善，通过数
字赋能，定能为众多商户和百姓提
供更加便捷的服务，因此我们加盟

‘小镇外卖’，将平台上的众多数字
化服务带到南排河镇，如线上订
票、入驻商户信息发布；线下外卖
配送、快递服务等。”

现实印证了陈林的判断。随着
“小镇外卖”出现，南排河镇的居
民，拿起手机，在“小镇外卖”APP
轻点一下，相关服务就能送上门。由
于业务量快速增加，陈林的团队已从
初期2人，增长到现在的8人。

“随着平台使用人数增加，我们
正和平台业务开发管理团队合作，
准备上线鲜活农产品冷链快递等一
些贴合渔业乡镇产业发展的定制服
务，让周边居民能更好享受到数字
经济的红利。”陈林规划自己的新事

业。
河间市各乡镇的居民同样享受着

乡村数字化服务。
打开河间市的“乡村乡镇大集”

平台，农田管理、五金修理、婚庆策
划、乡村卫生室信息、流动补胎等便
民服务一应俱全。现在，河间市各个
乡镇的居民，只要拿起手机，轻点

“乡村乡镇大集”小程序，就能快捷
找到周边自己所需的供求信息。

“乡村乡镇大集”由河间市通尊
商务有限公司建设运营，公司总经理
邓海涛介绍，从 2023年开始，公司
以电商+兴趣平台的发展策略，打造

“乡村乡镇大集”，目前这一平台已经
覆盖河间市20个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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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镇信息”随时发布

邓海涛表示，自己是个农民，知
道周边农民需要什么服务，因此团队
在搭建“乡村乡镇大集”初期，利用
数字技术实现各个乡镇数字地图精准
定位，同时以乡镇为单位，按照同镇
信息和本地商圈两个板块分别提供不
同服务。

“同镇信息主要是当地政府或有
关机构发布的相关便民信息，如断交
施工、水利维修、疫苗接种等，镇内
商户和居民也可发布便民、供求信息
等。今年麦收季节，我们平台一周时
间就发布收割机使用信息 1.4 万多
条，提高了农机使用效率，也帮助广
大农户快速实现了小麦颗粒归仓。”
邓海涛笑着说。

本地商圈就是供各乡镇内商家
发布商品销售、服务信息，如流动
补胎等信息深受大家欢迎。“出门在
外，以前大家就怕汽车和农用车车
胎被扎，因为很难快速找到修理店
铺。现在好了，只要车胎出现胎压
不足情况，大家就可通过数字地图
精准定位所在区域，并在当地商户
发布的服务信息中快速联系到流动
补胎服务。”

经过一段时间推广，现在“乡村
乡镇大集”逐渐被大家接受、使用，
很多入驻商家开始自主发布供求信
息，但由于人们数字经营意识不足，
很多商户还不能及时、准确上传相关
数据，造成平台商家提供服务和商品

销售信息更新缓慢，这让邓海涛很是
头痛。

“‘小镇外卖’主要提供第三方
物流服务，但物流服务增加的基础是
入驻商家上线服务的增加，只有平台
上商家提供更多服务和商品，才能吸
引周边居民越来越多使用，三方都受
益，实现可持续循环。”陈林说。

“数字经济下沉需要一个过程，
乡村商户喜欢上数据更新也要经过不
断培养。”华北油田通讯有限公司总
经理徐辉给出建议，“增强农村商户
数字经营意识，用看得见的数据引
导，发出信息，上传数据就能引来客
户，稳步赚钱，这样大家就有了数据
上传更新的动力。”

强品牌强品牌，，强增长强增长

强品牌，强增长。强大的品牌有个
共同点，他们不依赖过去的成就，而是
持续寻求加速增长，包括利用洞察力、
创造性将工作做得更好，或是寻找边界
之外的新空间。

——凯度集团大中华区CEO 王 幸

如 今 的 品 牌 ， 普 遍 具 有 “ 人 格
化”，承载了消费者的喜好和情绪投
射。这是商业在富足且充分竞争时代的
必然，也由此不同人群的个性和风格都
能得以满足。

——复旦大学教授 姜 鹏

如今大而全的品牌，面临很大挑
战。任何品牌都有边界和局限，一个品
牌不可能既满足商业人群的需求，又满
足年轻人，同时又满足纯高端用户，这
要求品牌生态化，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
能。

——腾讯青腾教务长 杨国安

品牌化再难也是必然之路。强大的
品牌会比平庸的品牌增长得更快，因为
强品牌能深入消费者心智中，能更好应
对经济的不确定性。

——名创优品董事长 叶国富

企业的数字化不是 1 和 0、有和没
有的问题，它是一个不断做深、做广的
过程。

——普智咨询数字化战略顾问 李
鸿飞

企业一定要想清楚数字化转型和企
业战略有什么关系。一般来说，企业做
数字化转型，是要让它在行业里成功的
关键因素变得更快、更好、更强。

——嘉御资本董事长 卫 哲

企业开始数字化转型，一定要清楚
从哪个方面切入数字化。它可以是一个
明显的业务痛点、业务刚需，最好是改
造后见效快的。比如推行手机点单，客
户不用排队。

——沃飞长空CEO 郭 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中，要做到两点结
合，一点是解决问题流程的重构，一点
是科技赋能。进行数字化转型就是用新
的科技来构造新的业务流程。

——格兰仕董事长 梁昭贤

数字化转型，怎么确保方案真正有
效推行，一点是推动数字科技重构业务
流程的团队要由“桥梁型人才”组成；
另一点是要培训好前线的员工，特别是
销售员工，解决他们能不能做、会不会
做，尤其是愿不愿意做的问题。

——赛迪研究院中小企业所所长
龙 飞

企业数字化企业数字化
是不断做深做广的过程是不断做深做广的过程

每天早上 8点，一位身
高只有 1米的主播，都会准
时出现在短视频平台向人们
讲述着她的故事。

她叫赵重雪，今年 34
岁，是渤海新区黄骅市黄骅

镇后苗村人。她靠着一股不
服输的劲头，曾把自己的网
店经营到月销售额最高40多
万元。如今，她在短视频平
台吸引了30多万粉丝，将家
乡土特产卖向全国。

早上直播

8 月 12 日早上 8 点，黄
骅女孩赵重雪准时出现在抖
音和微信视频号两个短视频
平台，向人们推荐家乡的旱
碱麦面粉、野菜等土特产。

不一会儿，大量粉丝涌
入她的直播间。

“我直播主打一个时间差
和家乡口味。”赵重雪告诉记
者。

原来，赵重雪直播销售
初期，由于没有粉丝群体，
每场直播流量都很少。为打
破困境，她通过数据分析，
发现电商主播们大多集中在
下午或者晚上“黄金时间
段”直播。

“只要他们一直播，流量
就会被吸引。”赵重雪说，早
上 8 点，一般主播都在休
息，对于新手来说，这个时
间段流量更大一些。

赵重雪主要销售家乡的
土特产。创业初期，她用大
数据分析，发现店铺的商品
主要购买人群是“漂泊”在
外的黄骅人，于是她开始主
打地方特色，春夏卖旱碱麦
面粉、野菜，深秋销售虾
酱，冬天再卖面花等。

通过细分“缩小”客户
群，赵重雪在直播中实现了
快速成交。

专卖“土货”

创业初期，赵重雪想要
销售服装，但和家人一算
账——进货钱都不够。

为此，她注册了黄骅市
淘气特产经销部，并将目光
对准了家乡的土特产。“家乡
的土特产，部分自家就有，
不用进货；家里没有的商
品，货值也低，可以少量就
近进货。”

同时，赵重雪之前打工
销售服装时，通过大数据分
析，发现黄骅人遍布全国，
尤其在南方工作的人们，由
于生活饮食习惯不同，很是
想念家乡的味道，因此销售
家乡的土特产，消费人群虽
小但很稳定。

市场表现印证了赵重雪
的判断。面花、旱碱麦面
粉、虾酱这些黄骅土特产一
上市，就带火了赵重雪的网
店。平时，网店的月均销售
额 2万多元，春节前，月销
售额能达到40多万元。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
直播电商的兴起，赵重雪明
显感到网店销售额大不如前。

2022年 8月，赵重雪经
过几天的心理建设，开始了
自己的直播之旅。

“以前开网店，不用抛头
露面，现在突然站在镜头前，
确实有些不好意思。”赵重雪
说。此时更大的问题出现，直
播间里没人，初期一场直播只
有两三个人浏览。

为了增加粉丝量，赵重
雪开始潜伏到各知名主播直
播间。

那段时间，赵重雪天天
拿着手机研究怎么能涨粉
丝，增加流量。

一天，直播中一位粉丝
问赵重雪，主播为什么长得
这么小？主播结婚了吗？有
孩子了吗？主播的爱人长什
么样啊？

赵重雪在直播间里真诚
回答着粉丝的这些问题，赢
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老天也是公平的，给我
关了一扇门，又给我打开了
一扇窗。”赵重雪说，从那之
后，她就在直播间里讲自己
的成长历程和奋斗故事。

“定制”中老年产品

在与粉丝分享自己的成
长历程中，赵重雪的粉丝越
来越多，到现在已经有了 30
多万粉丝。

赵重雪说，现在每次直
播，自己的直播间里少的时
候也会有1000多人。

为更好回馈粉丝，前不
久，赵重雪开始和渤海新区
黄骅市一家食品企业合作开
发小麦胚芽面粉。

在与粉丝交流中，赵重
雪敏锐地发现，现在越来越
多的消费者开始注重健康饮
食。为此，她用大数据分
析，发现中老年人群是健康
饮食拥趸，并影响着周边的
青年消费者。

为此，赵重雪针对中老

年人群消费特色，注册了
“鑫哇”品牌，开始与周边食
品企业合作开发小麦胚芽面
粉等定制产品，占据消费者
心智。

“针对中老年人群消费特
点，我们之前还开发了一款
全麦面粉。”赵重雪说，通过
调节面粉中麦麸含量，在保
证口感的同时，能达到各种
营养均衡。

如今，她的直播愈发火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