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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權起在倉庫打包楊桃。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楊政棟在整理青椒。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穩步復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永愛深圳連線報道）12月初
的一天，李權起在手機上突然收到一條《人民日報》
微信公眾號的推送文章《轉需！直銷農產品求助通道
開啟》，抱着試一試的心態，他將家鄉滯銷的楊桃情
況、自己的姓名及聯繫方式發送到了指定郵箱。

拼多多搭建直銷求助通道
沒想到，第二天李權起就收到了電商平台拼多多工作

人員的電話，對方協調平台上多個生鮮類目頭部商家上
架化州楊桃，並同時在其百億補貼頻道給予流量扶持。
目前，拼多多旗下社區團購品牌多多買菜採購的首批楊
桃已就近送入東莞倉；接下來，他們打算搶在楊桃完全
成熟前幫農戶去庫存，為今年最後的銷售季畫上句號。
近期各地氣溫驟降，為幫助全國農產品加速、擴大
銷售，拼多多啟動了愛心助農「暖冬行動」，開通待
銷農產品求助通道，將收集到的信息對接相關產區及
商家、農戶，迅速為農產品搭建綠色通道，實現產銷
對接。「多多買菜全國供應鏈體系將打通區域限制，
解決各地待銷農產品的倉儲、分揀、物流等問題。」
拼多多負責人說。

「雙11」號召直播帶農貨
除了化州楊桃，大理紫皮大蒜、開封通許冰糖胡蘿
蔔、山西平遙酥梨……均通過電商平台的供應鏈優
勢，將應季農產品直連全國各線上線下市場。天貓
「雙11」期間，阿里巴巴發起「農貨多一件」倡議，
號召在「雙11」期間每個直播間都多帶一件農貨，讓
農產品在「雙11」從後排到前排，多當三分鐘主角。

抖音專區推介農特產年貨
12月20日，抖音電商「山貨上頭條」助農項目推出
「山貨年貨節」專項活動，將通過貨架專區、溯源直
播、短視頻家鄉年味挑戰賽等方式，集中推介百款農
特產年貨。其間，「山貨上頭條」將投入數百萬貨品
補貼和平台資源，重點打造諸如丹東士多啤梨、內蒙
古牛羊肉、陝西富平柿餅等十大區域特色農產品。抖
音電商相關負責人表示，抖音會繼續發揮全域興趣電
商優勢，為新農人、農貨商家的經營增長和消費者品
質購物建立多元通道，進一步促進農產品產銷對接，
助推鄉村經濟發展。

電商平台出招 助力產銷對接

今年30歲的李權起是廣東省茂名市化州新安鎮
人，從深圳回鄉創業、主營當地楊桃生意兩年

多，前段時間遇到了創業生涯中最大的「滑鐵盧」。
「原本11月起是農戶們收穫第三波楊桃的季節，也是
最大、最好的一批果，更是大家年前的最後一筆收
入，萬萬沒想到會這樣。」
當時，廣州疫情形勢嚴峻，並逐漸蔓延至廣東省各
地，快遞無法配送，原本暢銷的楊桃突然就賣不動
了，李權起在拼多多平台上的網店退貨率也居高不
下：「我和果農都着急，他們每天早上6點就打電話
來問我有沒有辦法解決。隨着一些楊桃在樹上成熟，
會迅速影響其他果子，如果不及時採摘賣掉，只能大
批大批爛在樹上，損失不敢想像！」

從爛在田裏到銷售激增
12月7日，國家衞健委發布《關於進一步優化落實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其中提出「非高風
險區不得限制人員流動，不得停工、停產、停業。」
李權起發現，很快快遞物流便通了，此前網店積壓的
幾千斤訂單馬上發了出去。現在，李權起的拼多多店
舖一日能賣出200多單楊桃，比之前增加近五倍，線
上生意紅火。
與李權起遇到類似情況的，是湛江吳川市蘭石鎮慶

豐蔬菜專業合作社負責人楊政棟。11月因前來收購的
人少，當地主要農作物青椒成熟後無人採摘，不少已
變紅。隨着青椒不斷成長，吸收過多營養，最終將導
致青椒苗枯萎。「有段時間，農戶們哭着來問我可否
給青椒找到銷路，大家都不願眼睜睜看着自己的勞動
成果付諸東流。」楊政棟說。

那時，廣東的批發市場基本因為疫情都封了，楊政
棟自費找車將收購的青椒發去北方市場，卻在下高速
路口時等核酸報告等了一兩天，青椒爛了一半，損耗
極大，「我們合作社也因此虧了 200 多萬元人民
幣。」
防疫「新十條」出台後，省內批發市場已經可以正
常營業，省外也已不再需要等待核酸報告出入，農產
品在運輸環節效率得到大大提升，農戶們漸漸放寬了
心。楊政棟表示，「物流暢通後一直忙着將幾十萬斤
青椒銷往周邊珠三角城市，每天只能睡2小時左右，
只希望能在春節前多幫助農戶收回成本。」

專家籲政府調配勞動力
然而這兩天，楊政棟感染了新冠病毒，在家休養。

讓他擔憂的是，目前村鎮農戶、工人相繼感染，周邊
城市感染人數也在不斷攀升，銷售端運力下降，「很
怕我們的青椒再次陷入困境，賣不出去。」
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數字戰略和經濟研究所
所長曹鍾雄表示，防疫「新十條」後，農業可能面臨新的
問題：勞動力短缺。「目前無論是城市或農村，都面臨大
量感染。農村那邊採摘、打包等人手下降，城市這邊則是
外賣員、快遞員數量減少，導致生鮮配送跟不上。」最終
影響了農產品的產量、銷量，以及農戶們的收入。
曹鍾雄認為，特殊時期應該有特殊的解決方法。

「今年年底對於農戶來說太重要了，是重拾信心的機
會。希望各級政府及時關注並採取措施，調配勞動力
予以支持。另一方面，也要重視生鮮電商從業者們的
困難，他們是農產品進城的橋樑，各大電商平台及主
播或可適當讓利，給予補貼，共同渡過難關。」

內地優化防疫「新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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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趕在春節前收回成本甚

至有所盈利。

◆香港文匯報

記者胡永愛深圳連線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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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23日 城鄉客運司機的新煩惱

大我10歲的小叔，是一名中巴車司機，有着近
30年的客運班車駕駛經驗。這些年，如果沒有事假
或者病假，一年365天除了除夕和大年初一，剩下
的363天，他都在路上。疫情三年，這種極有規律
極穩定的跑車營生，被新冠病毒和地方上各種防疫
政策撕得七零八碎，錢也沒怎麼賺到。

5年前，小叔從江西高安市公交公司辭職，從一
名跨市中巴車車主手中買下了一輛二手車，客運
線路經營權也一併作價打包轉讓。從 2018 年開

始，宜春高安市（縣級市）建山鎮至新余市汽

車客運總站，他雷打不動地每天兩次往返。如果
沒有疫情，這是一筆極為划算的投資，前兩年每
年十四五萬元的利潤，幾乎已經全部收回前期投
入。疫情中，公共交通出行受到很大影響，而省
內跨縣市的城鄉客運班車，受衝擊可能是最大
的。小叔和我算了一筆賬，這三年的總利潤，還
不及2019年一年。

22日晚，小叔又聊起了新的煩心事。疫情防控政
策放開，他原本滿心期待，覺得「好日子可能要回
來了」。所謂希望越大，失望也許越大。「路上都

見不到人，更別說客運班車上了，收的車票錢，還
不夠車子燒油！」小叔無奈說道。12月22日，全
天跑了兩次來回，只收了三四百塊錢。

春運馬上到了，這種形勢讓小叔特別着急。春運
是城鄉客運的黃金旺季，疫情之前，小叔每年過半
的利潤來自那40天。眼看着2023年春運還有不足
半個月，情況沒有絲毫好轉，人和車子跑在路上，
看不到「奔頭」。

明年4月，小叔的中巴車的保險和線路權就到期
了，他近期思考着要不要續期。大兒子今年26歲，

在外工作剛起步，小兒子還在上高中，小叔身上的
擔子不輕。如果徹底離開這個經營了大半輩子的行
當，他不知道做什麼能維持着一個家。

我安慰他，行業最低潮時，往往有人醞釀着「抄
底」。而且這三年，行業已經經歷了多次洗牌，所
謂「剩」者為王。小叔覺得有一定道理，決定在這
個春運過後，再
作計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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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茂名化州楊桃迎
來豐收季節，農戶們
緊鑼密鼓採摘。
香港文匯報
深圳傳真

誰都知道，做農業難、做生鮮更難，天氣、物流、
疫情等各元素都影響着農作物的收成、運輸與銷售，每
一個環節都影響着農戶的收入。採訪中，李權起聊起小時
候就看着父輩們大面積種植楊桃，銷售價格也挺高，是當地
的「致富果」；上學時，自己也常常賣楊桃賺零花錢；現

在，身邊絕大多數親朋好友仍在種植楊桃。這種從小根植在心裏的，便是一種對故
鄉的深深的情懷。也因此，這批年輕人選擇返鄉創業做新農人，並在遇到困難時沒
有放棄、退縮，選擇與鄉親們共承擔、同進退。
楊政棟所在的合作社創辦於2012年，蔬菜種植面積超1萬畝，涵蓋6個鎮街，帶動
周邊1,900戶農戶開展種植。經過上一波疫情的打擊，原本加入的有一半農戶可能因
為家庭貧困放棄種植青椒、轉而進城打工。楊政棟正在努力尋找投資方，讓今年虧錢
的農戶們明年能以零成本繼續種植，減少投入，增加信心。他還有一個願望，就是
當地可以建立起農產品倉儲冷鏈設施以及辣椒醬等加工廠的建設，以應對在銷售
出現停滯時，可以將損耗降至最低。
新農人們有熱情、有想法，但受限於資金、人力、資源、技術等方面的限
制，在幫助當地農戶時缺少了些落地啟動的實際條件，這時就需要當地
政府能夠在適當時候牽線搭橋，提供可靠的對接平台與資源；也需要
一些電商平台適當讓利提供銷路，帶領農人們走出困境。最
終，社會合力共同讓返鄉年輕人更有信心地去創業，替有
情懷的青年人守護住一份難能可貴的情懷。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永愛

守護返鄉青年
守護鄉土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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