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供销集团成立后，引进技术团队，在
省供应链专家的倾力指导下，共同搭建湖北
城乡供应链一体化服务平台。该平台明确三
个运营定位，要破解城乡“两张皮”问题，改变
中间环节多、农民生产生活成本高、市民买不
到高性价比农产品的现状；实现商流、物流、
信息流、资金流“四流合一”；以促进“农民增
收、市场保供”。力争实现三大主要功能，不
仅汇聚各供应链渠道资源、供需对接、撮合交
易和市场行情信息、经营服务网络；还能为中
小企业提供产业增值服务；打造具有政府公
信力、市场生命力、社会影响力的城乡供应链
一体化网络服务平台。

今年以来，技术专家攻坚克难，平台完成
升级换代。2024年5月23日，省级“一网五
链”集中上线，基本建成全省城乡供应链一体
化公共服务平台。在湖北供销大厦建成
3500平方米的湖北农产品线上线下“天网”
运营总部，整合农资、棉花、粮油、日用品等产
业数字交易商流，实现“一屏观全网”和大数
据可视。

农资产业链平台，探索“集采+直供+回
收”模式，实现了农资服务联农带农。省、市、
县合资成立县域农资公司24家，汇聚供需磋
商、优选商城、团购集单、行情信息、庄稼医
院、服务网点，形成省内农资生产、运输、销售
和消费多主体参与的供需对接平台，统一为
种田大户、小农户等提供直供服务，帮助农民
每吨化肥节约成本350元，实现了农药“零差
率”销售。目前入驻企业超1438家，信息发
布2万条，链主企业农资集团经营量223.49
万吨，交易额52.75亿元。

粮油产业链平台，探索“三方持股+十服
务”模式，实现了粮油种植农业社会化服务联
农带农。提供粮油作物耕、种、防、收全程托
管10项服务，帮助农民每亩平均节本增收
280元（节约生产成本150元，增产100斤、
增收130元）。2023年，中央财政支持我省
供销系统开展粮油生产社会化服务试点，安
排专项资金1.49亿元、粮油作物全托管任务

211万亩。全省50个产粮大县实际完成239
万亩。2024年，中央财政接续支持安排专项
资金1.74亿元、试点任务234万亩。目前入
驻企业1355家，信息发布4732条，链主企业
农服集团社会化服务面积21.99万亩。

日用品产业链平台，探索“互联网+集采集
配+自有物流+社会物流”模式，实现了日用品

“低进价、低运价、低卖价”联农带农。组建湖
北“天网”供应链公司，探索形成“互联网+集采
集配+自有物流+社会物流”模式，汇聚原料供
应、产品设计、加工生产、供需撮合、云仓资源、
金融服务。目前入驻企业近千家，信息发布
899条，平台交易额33.95亿元。在谷城等11
个县建设27个县级仓，整合9大类274个品
牌、203台配送车辆和2965个镇村网点，年销
售日用品近50亿元，降低售价10%至25%。

棉品产业链平台，探索“一网+五服务”
模式，实现了棉产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联
农带农。与国内500多家大中型棉加工、纺
织、贸易企业实现资源对接，探索形成“一网
（银棉汇）+五服务（种、加、贸、仓、纺）”模式，
汇聚原棉超市、点价采购、竞价拍卖、物流配

送、供应链金融服务。目前入驻企业435家，
信息发布1500余条，撮合成交40.05万吨、
交易额64.83亿元。年供应链业务超过60万
吨，营业收入114亿元，棉纱生产定制化等综
合服务占比78%，创历史新高。

“两新”回收（可再生资源）产业链平台，
探索“四级回收网络、六大业务板块、十大类
再生资源、三大交易（一键回收，以旧换新，二
手展销）”模式，实现了再生资源产业服务乡
村振兴联农带农。组建“两新回收”湖北科技
公司，“两新”回收平台被指定为湖北省“互联
网+上门回收+家电以旧换新”官方平台，目前
再生资源产业链会员数155.94万，入驻企业
达2359家，信息发布93.1万条，链主企业湖
北再生集团废旧物资经营量270万吨，交易
额84.8亿元，配合线下门店对消费者累计发
放补贴6.58亿元，拉动家电消费39.58亿元。

截至目前，全省城乡供应链一体化公共
服务平台上线用户数88.9万，其中，入驻企
业6608家，供需信息发布95.8万条，不断汇
聚整合生产服务要素，破解供需错配，推进城
乡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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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社资社企改革 由“做经营”转向“重服务”

打造湖北城乡供应链一体化平台

按照“政事分开、社企分离”要求，2023年7
月正式成立湖北供销集团，职能是省本级社有
资本专业化投资运营主体，实行公益性与经营
性相结合，不以高盈利为目的。今年以来，湖北
供销集团着力加快“四个转变”：从过去偏重省
本级转向注重县以下，推动服务、资金、项目、人
员下沉；从过去偏重做经营转向注重做服务；从
过去过于偏重社企利润转向注重助农增收；从
过去偏重量的扩张转向注重质的提升。

湖北供销集团注册资本30亿元，资产总额
285亿元。全资控股企业11家，其中：国家级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家、省级龙头企业3家，高
新技术企业1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3家。控
股新三板上市企业1家，参股上市主板企业1
家。各项数据显示，湖北供销集团运行正稳健
前行。

经营规模过千亿。2023年，湖北供销集团
经营规模达到1217.51亿元。其中，农资购销
143.21亿元；粮油托管服务面积10万亩、购销
38.11亿元；棉花购销334.89亿元；农批市场交
易额370亿元；电商交易额40.83亿元；废旧金
属、废塑料、废旧家电等再生资源购销127.49
亿元。

加快动能培育，向“新”而行。坚持农业新
兴产业和传统产业改造“两端发力”，谋划了数
字供销、城乡供应链、数字化升级改造、智慧物
流、战略“备份”农资、粮油云仓等重大项目18
个，投资总额262.7亿元，全部进入省发改委项
目“三库”。招商引进了深圳怡亚通、京东、厦门
国贸等上市企业，开展股权和业务合作。

聚焦三大功能，加快四个下沉。注重发挥
集团的社有资产布局和重组功能、社有企业产
业发展和服务“三农”功能、社有股权投资和运
营功能。以“强县工程”为抓手，2023年注入资
本4550万元，与市州县合作成立45家新型农
业社会化服务企业，在全省新增布局省市县乡
四级经营网点5255个。

加强风险防控。着力降杠杆、减负债、压
“两金”，改善股权结构和融资结构，改变社资社
企体制单一、股东单一、一股独大等问题，资产

负债率68.4%，运行在低风险区域。“两金”占比
62.9%、“三项费用”9.87亿元。重点加强“一利
五率”考核。

湖北供销集团成立后，建立了市场化经营
机制，并以此为载体和抓手，引进一批供应链头
部企业，引进一批上市公司的先进理念、机制和
股权合作。市场化选聘了经营团队，实行经理
层任期制、契约化管理。拟定了集团五年发展
规划。出台了30项权责清单，推动集团由“管
企业”向“管资本”转变。

除省本级资产投资运营平台湖北供销集
团全资外，各出资企业都在稳步推进股份制改
造。目前，所有市县均成立供销集团，履行社
有资本投资运营职能。县以上供销合作社主
任一律不兼社企负责人。黄梅县供销社率先

“两个分开”，成立全省第一家县级供销集团，
搭建县域供销经营服务平台。枝江供销集团
整合资产资源，评估超7亿元，在“地网”基础
上，赋能农产品上行渠道、品牌建设、金融平台
等功能。

与此同时，省供销社专门设立湖北供销乡
村振兴公益基金。截至目前，省本级已筹集
9343万元，用于承担公益性服务项目补贴、产
业扶持和基层社以奖代补等，加快推进“四个
转变”。

99月月1313日日，，秭归县沙镇溪镇长春村村民用无人机转运收获的稻谷秭归县沙镇溪镇长春村村民用无人机转运收获的稻谷。。（（郑家裕郑家裕 摄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供销合作社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湖北省供销系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殷殷嘱托，感恩奋进，全省供销合作事业进入快速发展期。特别是党的二十大
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供销社综合改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环境、政策
环境、发展环境和工作环境。截至目前，省、市、县供销社机关102个，社有企业

1042家，在职干部职工11万人；6.3万个经营服务网点遍布城乡；全省供销系统资
产总额592亿元。湖北省供销社连续5个年度在全国供销社综合业绩考核中排
名第二。

走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今年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成立70周年，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湖北省供销系统以打造城乡供应链一体化
平台为切入点，构建新型供销服务体系，建设“一网五链”，推动供销社企业由经营
主体向服务主体转变，在建设先行区中当先锋、打头阵，积极投身“强县工程”，努
力实现“农民增收、市场保供”，为全省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抢抓“两新”政策机遇 平台用户破200万

从“卖废品”转向“卖服务”
国庆假期，湖北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日均核销金额较平

时增长110.22%。截至10月6日，消费品以旧换新拉动全
省消费超200亿元。消费者享受“收旧换新”便捷服务，得
益于湖北省再生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再生集
团”）搭建了全省共用共享的再生链服务平台。这是湖北
省官方唯一指定的家电、家装厨卫、电动自行车等消费品
以旧换新补贴公共服务平台。

4月18日，“湖北供销回收”公共服务平台上线。
5月17日，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湖北站启动，

2000余个回收网点入驻平台，覆盖全省。
6月8日，湖北省绿色智能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线下

活动启动，平台核销我省首单“以旧换新”消费补贴。
10月12日，湖北省以旧换新公共服务平台用户突破

200万。
截至10月3日，已累计服务用户超过171万户，累计

带动消费品销量113万台，拉动居民消费额51亿元，协助
合规发放财政资金补贴8.4亿元。

该平台以自研和引入第三方技术支持，拥有企业自主
知识产权，对功能迭代响应更及时，在全国开创了“互联
网+回收+换新”消费品以旧换新模式，实现了“去旧更容
易，焕新更便利”，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同时，平台通过全流程数字化监管，对回收的废旧家电

赋码全程溯源，有效防范废旧家电非法拆解、倒卖行为；平
台聚合产业链上下游，京东、工贸、美的、海信等商家入驻，
链接了11家拆解企业、27家回收企业以及1959个回收网
点和8510个销售网点，大幅提升资源回收和利用效率。

作为湖北省首批循环经济试点单位、省再生资源行业
协会会长单位，省再生集团旗下有12家子公司，在全省已
形成了“四园一网”产业格局，2023年实现销售收入58亿
元，缴纳税款4.2亿元，利润500多万元。今年紧抓国家“两
新”政策机遇，全年营收将突破100亿元，赢利将破千万。

10月 9日，在荆门屈家岭，湖北银丰棉花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湖北银丰”）2000多亩机采棉种植基
地，长势喜人。

“长江流域以后再种春棉不太合适，‘麦后棉’是发展
趋势。”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献龙预
判。长江流域是我国的传统棉区，产量高、品质好，植棉
能手多。从棉花产业发展需求看，应该稳定并适度恢复
长江流域的棉花生产。湖北是长江流域棉区第一大产棉
省，有责任探索新的种植模式。

近三年，湖北银丰顺应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在监利、
仙桃、钟祥、屈家岭等地布局探索机采棉种植的产业实
践，面积由200亩逐步扩大至4000亩，开创多个湖北第
一。2022年，首次实现百亩级别全机采。2023年，首次
将“滴灌＋水肥一体化”机采棉智能种植模式引入湖北；
首次实现1000亩以上连片机采；首次实现机械采收打
包一体化，产下长江流域第一个“棉花蛋”。2024年，种
植面积翻一番，播种张献龙院士培育的“华棉2270”等
10个棉花品种。

湖北银丰与科研机构合作，攻克关键性技术难关，累
计申报相关专利2项，参编多项行业/地方标准，形成企业
发展科技“护城河”。同时，以“互联网+棉花”模式赋能产
业发展，打造棉品产业链综合服务平台“银棉汇”，促进省

内棉花由传统交易向线上交易转型，实现产业链资源优化
配置和高效流通。

2024年，湖北银丰的棉花实物经营量50.84万吨，销
售收入75.29亿元，经营规模在全国省级棉花企业中位居
第一。

面积3年20倍增长 开创多个湖北第一

开拓长江流域“机采棉”

8月9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献龙（右）调研荆门机采
棉种植。 （陈莉霖 摄）

5月21日，远安县的村供销专员在田间收集
村民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信息。（伍玉华 摄）

新发展理念推进社资社企改革
湖北供销集团加快“四个转变”

搭建供应链平台推进供需有效对接
重塑“一网五链”实现产业联农带农

10月12日，湖北省以旧换新公共服务平台用户突破200万。（梅怡 摄）

“一机一码”实现废旧家电回收、储存、转运、分拣、拆
解全程溯源可控。 （陈莉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