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穴作为全省“互联网+第四
方物流”供销系统集采集配体系试
点县（市），积极推进日用品链建设
试点，秉承“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
练”，加快推动供销供应链改革。精
选15名企业家和业务骨干作为帮
带老师，每人联系一名年轻后备人
才，缺什么、教什么，需什么、帮什
么，着力打造一支综合型、创新型、
实用型武穴供销企业人才队伍。

以供应链思维，试点推进日

用品、生鲜、医药等3个供销集采
集配中心建设。截至目前，以广
新日杂公司为试点，总投资1亿元
建设占地面积50亩、建筑面积2
万平方米的广新日用品集采集配
中心，商品品种7000余种，年配送
额1.2亿元，业务辐射鄂赣皖三省
5个县市2300余家农村网点。抢
抓政策机遇，争取省预算内奖补
资金750万元，共计投入5000万
元新建供销社生活物资冷链集配

集储中心，预计2024年可冷藏各
类生鲜和农产品1.5万立方米，冷
链物流年交易额5000万元以上。
以鑫康医药公司为试点，整合鑫
康医药、国药控股、普济堂大药房
的药品经营资源，推行“互联网+
医药”集采集配，统一分析需求，
提高药品议价权、降低采购成本、
提高配送效率，逐步扩大市场份
额至武穴市各级医院、社区诊所、
零售药店等。

强化人才支撑
助推供销供应链改革

武
穴以资产为纽带，通过资产整

合、股权联合、业务融合等方式，
重构基层服务网络。通过“三
社”合作，搭建进村联民平台。

省社联县搭平台。注册成
立全省首家县级供销集团，与省
市供销企业联合组建黄梅合丰
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和黄梅集采
集配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承担
日用品（农资）集采集配、组织农
业社会化服务和落实供销订单
等功能。

县社联镇设节点。与乡镇党
委政府合作，按照“供销社+村级
社+农民”模式组建农业服务公
司，负责整合镇域农技、农机资
源，组织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和
再生资源回收。

镇社联村建终端。开展“16
乡镇+49村”乡镇改革试点，整合
寄递物流、餐饮娱乐、养老托幼、
日用品零售、农资供应、再生资
源回收等功能，切实发挥好村级
社“生活供给、生产建设、经营发

展、服务群众”的作用。同时，为
体现联农带农特性，让利于民。
村级综合服务社以社员“一人一
票一股”的参股形式，倡导村民
采用土地、现金等多种方式入
股。股份构成为“村集体（占股
35%）+村民（占股55%）+县供销
社（占股 10%）”；利润分成为
40%留给村社集体、60%分给村
民社员。

截至目前，49个村的村民入
社率达到75%。

建实服务平台 当好群众纽带
加快做实村级综合服务社

黄
梅

当前，全省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工作正如火如荼进行。各地供销社加快出真招、出实招，部分试点
地区以“小切口”展现大作为。典 型 引 领 亮 点 纷 呈

搭建供销“一网四链”

湖北加快推进全省城乡供应链一体化平台建设

加快“一体化平台”转型
构建新型供销服务体系

2023年以来，一场场专题会议为湖北供销
合作社系统综合改革谋篇布局，一个个方案落
地为湖北供销合作事业发展明确方向。

“建设湖北城乡供应链一体化平台，旨在
激活供销合作社系统资源，通过外引内联，打
造绿色智能农产品供应链，打通双向流通堵
点，降低农民生产生活成本。”湖北省供销合作
总社党组书记、主任曹松表示，2023年是“供
应链重塑年”，供销合作社要用供应链思维服
务“三农”，用平台化方式服务城乡一体化，推
进全省系统企业由“经营主体”向“服务主体”
转变。

改变，体现在角色定位和发展理念上。开
新局、应变局，树立“链式思维”，推进省社平台、
服务、资金、项目“四个下沉”，上下“一盘棋”，做
优一个服务链，搭建城乡供应链一体化平台。
省社加快“六个转型”：从偏重省本级转向重县
以下，从偏重农村一头转向注重“城乡融合”，从
做经营“卖产品”为主转向做服务“卖服务”为
主，从偏重社企利润转向突出农民保收，从偏重
量的扩张转向服务质的提升，从偏重发展转向
统筹发展和安全。

建设供应链“一张网”
构建城乡农产品流通体系

用好全省社有资产“建档立卡”大数据，坚
持资产分级所有，稳存量、做增量、促变量，加快
推进省市县交叉持股，以资本为纽带，把全省线
上线下“散、乱、穷、小”供销网点整合成“一张
网”。

搭建上行数字化“天网”。2023年5月，在
湖北供销大厦建成3500平方米湖北农产品线
上线下（O2O）“天网”运营总部。全省17个市
州和新疆、西藏共5.72万个特色农产品全部上
线，同步开发农资、棉花、粮油、日用品4个B2B
子平台和升级“供销荆选”APP。与全国总社6
个平台链接，在淘宝、京东等头部平台开设专

馆，24小时网红和机器人直播引流，建成“永不
落幕”农展馆。全年电商销售额1377.5亿元，

“832”平台销售额25.9亿元，位居全国第一。
加快搭建下行物流“地网”。印发“地网”建

设指南，建立机关干部包县地推机制，以县为单
元，完善“一点多能”，按照省市县三方股权投
入，填平功能，打通堵点，织牢县域网。加快把
省市县乡村供销社的6万多个终端整合串点成
线，建立了“邮供”快递进村网点6492个，基本
形成了“一个中心、多个节点、全省覆盖”线下网
络布局。

同时，赋能“天网”惠农公共服务功能。试
点搭建惠农公共服务平台，开发政策到户、坐家
卖粮、一键农服、上门寄递、村口银行等功能，逐
步实现农民“有事找天网”。

重塑“四个产业链”
构建联农带农经营体系

农资链：试点采取“集采、直供、回收”模式，
实现了为农民节约成本350元/吨。其中，集采，
面向国内外集采化肥265万吨，降低采购成本
20元/吨；直供，直供种田大户、小农户，减少中
间商加价270元/吨，降低物流成本60元/吨。

粮油链：采取“三方持股（供销社、村集体、农
户）+十服务（育、耕、种、管、技、收、烘、储、加、
销）”模式，在全省50个产粮大县，形成一条粮油
服务链，为农民节约生产成本150元/亩、增产
100斤/亩、增收130元/亩。高质量完成中央财
政支持社会化服务试点任务，全托管221万亩。

日用品消费链：采取“品牌直采+网点直销”

模式，在11个试点县建设27个县级
仓，整合274个品牌、203台配送车辆和

2965个镇村网点，带动农村零售市场增长
15%，收发快递1.38亿件，日用品零售价降低
10%至25%，做到了“低进价、低运价、低卖价”，
农产品实现了“白天在地（树）上、晚上在车上、次
日到餐桌上”。

棉产业链：试点采取“一网（长江棉网）+五
服务（种、加、贸、仓、纺）”模式，推进棉产业一二
三产业深度融合，全年棉花供应链业务超过60
万吨，营业收入114亿元。

布局“四大平急仓”
构建供应链基本保障体系

为确保城乡供应链安全稳定，争取各类资
金近20亿元，完善平急两用基础设施。沿江沿
铁“粮油仓”：完善荆门粮油铁水联运项目，扩建
小池长江粮油库，库容新增20万吨。三大都市
圈“冷链仓”：武汉、宜昌、荆州国际冷链云仓项
目竣工，建成山绿国家冷链物流骨干基地，全省
系统冷库容积达154万立方米。一主两副“农
资仓”：常年储备化肥40万吨以上。县级“日用
品仓”：组织200个农批市场扩容改造，提档升
级89个县级应急储备中心。

整合资源 因产施策
加快建设供销产业供应链

为加快打造湖北城乡供应链一
体化平台，潜江市供销社结合实际，
切实转变思维，加快“走出去”敲门
招商和“请进来”共谋发展步伐。

在粮油链方面，联合7家农民
合作社和粮食仓储加工企业，共同
成立潜江虾稻现代农业产业化联
合体，推广“种粮一体化”订单农
业。引进北京燕诚东方科技、潜江
市昱赫央厨供应链公司，组建湖北
楚味央厨供应链公司，2023年 9

月建成中央厨房加工基地，与全市
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种植养殖
大户开展“产销对接”农业订单模
式，形成年产1万吨预制菜、日产
10吨—15吨净菜和2万份营养餐
的生产能力。

在日用品链方面，联合利百家
商贸（潜江）有限公司共同打造潜
江供销农特优品展示中心，以统一
门店招牌样式、添置货架货柜、改
善店容店貌等方式，升级改造全市

系统11个大型超市。
在小龙虾链方面，依托全系

统49家小龙虾养殖型和服务型
合作社，建设10.67万亩绿色、健
康、生态、环保的标准化小龙虾供
应基地，推动小龙虾产业由分散
养殖向市场集约化转型。以德来
源、双湖、肖螺香等合作社为主
体，联合晓飞歌调味品有限公司，
打造小龙虾深加工产品，实现产
品和品牌增值。

潜
江

做精生产服务。构建“供
销+”新型服务体系，全面推广“六
统一”“四包一分”模式，对农村“四
块田”（分散田、机动田、流转田、冬
闲田）“量体裁衣”，开展“耕、种、
防、收”全程托管服务面积达13.43
万亩。以“集采+地头直送”模式，
年累计销售化肥2.8万吨、种子30
万公斤，帮农户降本增收1800余

万元。
做细生活服务。与省再生资

源集团、江苏阳光朗洁公司联合组
建随县供销朗洁城市环境服务公
司，试点推动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收
运网络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

“两网融合”。目前，已进入安居、
柳林等7个区域开展经营服务，建
成阳光堆肥房和分拣中心6个、再

生资源回收点100个，正在向全县
铺开。

做优金融服务。抢抓全省农
村合作金融创新试点县机遇，牵手
县农合联与省农担公司合作，在全
省率先探索“政银担”融资新模式，
发挥农合联提供增信、担保等作
用，累计发放贷款2179笔13.98亿
元。

全面优化“三大服务”
持续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随

县服务到组，以“小合作”带动
“大收益”。开展生产合作。推
广“一种两收”模式，水稻头季亩
产1300斤、再生稻亩产600斤，
按1.5元/斤加价收购，种植户亩
平增收 600—800 元，助农增收
达 3000万元。开展消费合作。
提档升级村级供销综合服务部，
为群众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

目前，已恢复重建6个村级供销
综合服务网点。开展信用合
作。创新推出“供销社合作贷”
产品，累计为农资主体提供履约
担保3笔、信用担保4笔。

联结到户，以“小数据”激活
“大动力”。通过数字供销工具，
村供销社组织发动农民上线注
册成为供销社社员，把零散的消

费数据聚合成订单；共建集采
集配服务体系，通过建立“厂家
一供销社一农户”的三级流通
网络，减少流通环节，降低生产
成本。目前，已在25个试点村
开展数字供销推广活动 43 场
次，注册入社 9053 人，预计
2025 年底入社户数达到 60%
以上。

服务到组 联结到户
全力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枝

江

围绕日用品供应链建设，大力
开展日用品集采集配业务。与荆门
友邦伟业、大创物流合作，加大农村
寄递物流网点与日用品集采集配业
务深度融合。购置配送车辆8台，
优化云梦“古泽网”平台功能，引入
代理品牌29个，合计产品220个，
已业务对接城区网点442家，乡镇
网点408家，村级网点176家，2023

年自营销售额620万元。
围绕农资供应链建设，做好农资

供应服务。以云梦县楚丰丰耘农资
有限公司为依托，落实“业务平台
化+管理数字化”举措，建设农资集
采、农资分销、物流配送、粮食购销、
综合服务平台，实现农资经营商向农
资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转型，2023
年集采集配主要农资商品7800吨。

围绕粮油供应链建设，对接做
好农业社会化试点项目。聚焦粮食
作物和大豆油料、蔬菜等重要农产
品生产，重点推广以多环节托管、全
程托管为主的服务模式，采取“服务
主体+基层供销社+村委会+农民专
业合作社”组织模式，统筹开展农业
社会化服务，2023年度完成服务面
积1.6万亩。

引进市场专业团队
开展集采集配业务云

梦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发展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2023年，湖北省委省政府把持续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列为重

点工作，全力推进。

2023年，紧盯“农民增收、市场保供”，省供销合作总社以搭建“一网四链”为切口，

建设全省城乡供应链一体化平台。全年电商销售额、消费品零售额、农产品销售额和

利润总额四项指标在全国系统排名中名列前茅，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长。

湖北供销农特优品华中运营中心湖北供销农特优品华中运营中心。。

湖北供销现代农湖北供销现代农
业业（（松滋松滋））示范基地示范基地。。

枝江市姚家港化工园综合码头枝江市姚家港化工园综合码头，，一批钾肥到港一批钾肥到港。。

随县新街镇顺泰仓储随县新街镇顺泰仓储。。

银丰集团银丰集团20002000亩机采棉试验田亩机采棉试验田，，长江流域首长江流域首
个个““棉花蛋棉花蛋”。”。

2024.2.4 星期日
责编：张静 版式：刘凡炼

专题 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