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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淘项目豫东首家运营 电商园获评省“十佳”
文/图 本报记者 蒋友胜

2016 年 1 月 19 日，柘城县电商产业
园再获殊荣：在由团省委、省教育厅、
省文化厅、省工信厅等部门联合举办的

“河南省青年创业创新大赛颁奖晚会”
上，柘城县电商产业园从省内参赛的276
家电商园区中脱颖而出，荣膺“河南省
十佳创新创业示范园区”称号。柘城县
电商产业园成为全省唯一一家获此殊荣
的县级电商产业园。

柘城县电商产业园从无到有，从创
意到兴盛，创造了被广泛赞誉的“柘城
速度”，再一次展现了柘城县干部群众克
难攻艰、团结奋进、敢于争先的精神风
貌。在电商园的发展中，柘城县委县政
府给关注、给保障、给平台、给政策，
让入驻企业和创业者在电商园内焕发

“零点沸腾”似的创业激情，实现了电商
园的快速发展。

敏感捕获机遇敏感捕获机遇，，成立豫东首家村淘中心成立豫东首家村淘中心

阿里巴巴农村淘宝项目是阿里巴巴集团新推出的
战略性项目，该项目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柘城
县委县政府领导敏锐地捕捉到这次机会，迅速做出决
定：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让农村淘宝项目入驻柘
城！同时要求柘城县电商办全力配合阿里巴巴集团开
展相关工作。柘城县电商办接到任务后，马上与阿里
巴巴集团农村淘宝项目部进行沟通、交流、探讨；然
后，分别到浙江、山东、河北、新乡、焦作、许昌等
其它已开展运营村淘项目的省、市、县参观、学习；
柘城县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经过全面探索、多方准
备，制定出一套最佳实施方案，并于 2015年 9月 10日
成立了豫东地区村淘项目首家县级运营中心！

在获评“河南省十佳创新创业示范园区”荣誉称

号后，柘城县“双创”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柘城县
委常委、组织部长余化敏介绍说：“柘城县自2015年8
月中旬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约以来，仅用了28天时间就
与华盛新城协力建成了阿里巴巴农村淘宝柘城服务中
心、柘城特色馆、电商产业园基础配套设施，完成了电商
人员培训、村淘站点初级布局和电商企业入驻，创造了
被阿里巴巴集团和上级部门赞誉的‘柘城速度’，并一
直保持了电商发展走在全省前列。这次能够进入全省

‘十佳’，对加快柘城电商产业发展，促进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实现‘十三五’开好局起好步，具有重要
意义”。

柘城县电商产业园的建设和发展，正是柘城县干
部群众凝心聚力图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

2015年 8月，为抢抓阿里巴巴农村淘宝项目，柘
城县委县政府决定短时间内建成一座“柘城县电子商
务产业园”。具体负责落实这个决定的柘城县电商办，
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协调全县各机关单位与乡、
镇、办事处，抽调、组织精英人员，充分利用现有条
件，开发潜在资源、结合实际、精心谋划、大胆尝
试、全力以赴。从最初的选址、到基础建设、硬件配
置，到最后的开业运营。只用了28天的时间！

为了柘城县电商园的快速发展和兴盛，为了更大
力度推进柘城县的“全民创业，万众创新”，柘城县干
部群众勇担重任，为了工作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展
现了这个让阿里巴巴集团职工都惊叹和佩服的工作效
率和工作干劲。

宣传选人建站宣传选人建站，，紧锣密鼓紧锣密鼓““互联柘城互联柘城””

由于柘城县地处中原农业地区，人们对电子商务
的认知度不像发达城市那样普及。为了使柘城县人民
对电子商务能有近距离的了解，去除人们心中认为电
子商务就是“买空卖空”的心理认识，使全县人民更
容易接受电子商务这一新兴事物，柘城县委县政府决
定在全县区域内大力宣传电子商务知识，要求柘城县
电商办配合县委县政府进行此项工作。

柘城县电商办按照要求，在极短的时间内与全县
各机关单位，各乡、镇、办事处共同努力，在全县区
域内进行以绘制墙体广告标语、悬挂宣传条幅、发放
宣传彩页，播放电视短片、电台广播、利用网络、微
信公众平台等行式进行全方位宣传。让柘城县人民对
电子商务有了真实、客观、形象的认知，不再像以前
那样质疑、排斥电子商务，为柘城县的电子商务发展
打下良好的群众基础。

兴办电子商务，还要有一批熟悉电子商务、运用

电子商务的人才。柘城县委县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签
订协议后，要求从签订协议之日起一个月内首批村淘
服务站全部正式开业运营。时间紧、任务急、工作量大，
柘城县电商办协调、组织人员，对报名参加村淘合伙人
的人员进行笔试、面试、复试。第一批，经过层层选拔，
从 1500余位报名参加竞争的农村淘宝合伙人中选拔出
50位人才。接着就对这50名人才进行严格的培训与考
察，从而保证了第一批村淘服务站如期开业运营。

第一批村淘服务站开始运营后，第二批合伙人的
招募工作接踵而至。这一次，柘城县政府面向全县 15
个乡、镇进行招募。共有 2800余位人员参加报名。任
务比第一次更重更紧，经过14天紧张有序的工作和严
格的招募程序，柘城县电商办选拔出 311人进入阿里
巴巴集团村淘项目的复试环节，并协助阿里巴巴集团
村淘项目部工作人员在一天半的时间内对这 311人进
行了复试。

阿里巴巴集团村淘项目部对柘城县电商办给予的
无私帮助和全力支持多次表示感谢，对柘城县委县政
府的工作效率和办事速度由衷地表示赞叹。

由于农村淘宝服务站是直接面对广大村民的基层
服务站点，站点地址选择和房屋门面设置十分重要，
这关系到站点的运营能否成功。根据实际情况，柘城
县电商办结合各乡镇党政机关，首先做好站点的整体
规划布局，再具体到每个站点的位置选择、房屋租
赁、门面设置与室内装修。由于时间紧、任务重，要
求高，涉及区域面积大，必须下乡入村进行实地考察
与走访。柘城县电商办的工作人员牺牲掉休息时间，
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柘城县电商办工作人员这种

“蛮拼”的工作热情和工作状态，经常感动村淘合伙人
和村民，从而焕发出更大的干劲和更团结协调的工作
氛围，使村级站点建设得以顺利完成，保证了村级服
务站的如期开业。

提供提供““四免四服务四免四服务”，”，兴电商让兴电商让““零点沸腾零点沸腾””

为了让柘城电商产业园后发崛起，柘城县政府为
入驻电商企业和创客提供“四免四服务”的帮扶优惠
政策。两年免收房租及物业管理费，免费装修，免费
提供培训，免费提供仓储。同时，电商园为入驻企业
和创客提供电商孵化服务、金融服务、人才服务和代
运营服务。

柘城县电商服务中心主任朱卫华说：“为了帮助电
商企业创业发展，柘城县为入驻电商企业和创客接连
组织了电商知识培训 9期，招募宣讲 16场，业务讲座
15次，组织 150多名农村大学生和返乡创业青年参加
了团省委青年创业培训班，并成立了由48家商户和企
业参加的电子商务协会，建成了一个开放协同的电子

商务生态圈。”
现在，在占地 168亩、建筑面积 11万平方米的柘

城电商产业园里，有荟萃柘城特色产品的柘城特色
馆，有设施一流的农村淘宝运营中心，有规模宏大的
仓储中心，有功能完善的合伙人培训中心，有温馨和
谐的综合服务中心，有现代化的物流专线，还有已入
驻运营的40多家电商企业。置身其中，寒冬中能感到
如春天来临，生机盎然。

2015 年，电子商务在柘城实现了零起步、快速
度、创佳绩、有突破的辉煌成绩。28天的时间建成阿
里巴巴农村淘宝服务中心、柘城特色馆、电商产业园，创
造了迄今为止阿里巴巴集团实施农村淘宝项目的全国

最短时间；建成的115个村淘服务站布点数量为全省之
最；“双 11”村淘订单量 6000余单、交易额 140余万元，
分别居全省第3位、第4位；是第一个成为豫东地区实
施农村淘宝“旺农贷”项目的县。目前，已有21个村
级服务站被批准为阿里巴巴网商银行“旺农贷”网
点，累计发放贷款 140余万元。柘城县电子商务的发
展受到了《人民日报》《河南日报》《中新网》《光明
网》等36家省级以上新闻媒体的关注和好评。

2015年11月，在省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共同举办
的河南省县域电商峰会上，柘城县政府受邀与会并作
了《零点沸腾，互联柘城》的经验介绍，受到与会领
导和电商专家的一致好评。

柘城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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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电商进农村推进电商进农村，，创建全国综合示范县创建全国综合示范县

在今年召开的柘城县委经济工作会议上确定的经
济发展思路，2016 年，柘城县仍将大力发展电子商
务。进一步深化与阿里巴巴集团的合作，继续实施村
淘项目，新建 100个农村淘宝村级服务中心，扶持鼓
励邮乐网、云书网、华商街、互想商城等企业建立村
级服务网点，实现村级电商服务网点全覆盖和 1/3 的
村淘宝点办理“旺农贷”业务。加强与杭州颐高集团
的合作，加快电商产业园建设，打造“梦想小镇”，使
之成为豫东最大的电商产业园。积极引导和帮助柘城
县企业和本地产品进入阿里巴巴产业带、淘宝、天
猫、京东等网络平台，新增上线企业20家、上线产品
50个。全面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活动，成功创建成为
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在柘城县“十三五”规划中，将突出发展四大重
点领域，其中之一就是“电子商务”。放大豫东首家阿
里巴巴“千县万村”农村淘宝项目试点县的综合优势
和带动效应，加快推进“互联网+”电子商务发展。
实施电商培育工程，推动工业、商贸、旅游等领域的
企业依托阿里巴巴、世界工厂网等第三方电商平台搭
建网上商城，积极引进培育综合性、专业型电子商务
平台，加快推进电子商务产业园建设，大力支持外贸
型企业发展跨境电子商务。

找准区域工业对接中国制造 2025 和“互联网+”
行动计划的切入点，立足比较优势和区域需求，发挥
后发优势，制定实施“互联网+产业”行动计划，促
进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与区域产业相融

合，加快推进互联网在工业、服务业和现代农业中的
应用，利用互联网技术促进三次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引导传统企业进入阿里巴巴产业带网络销售平台进行
企业网络销售，目前，柘城县已入驻阿里巴巴产业
带的企业共有 54 家，产业聚集区内的 100 多家企业
利用其它网络营销平台 （或利用多个网络平台） 进
行销售，涵盖金刚石微粉及制品、医药、食品、针
织服装、机械等一系列产品。积极开展智能制造试
点，引导企业开展智能工厂、智能车间、互联网工
厂试点。引导物流、商贸、旅游、餐饮等服务业企业
依托互联网开展商业模式创新，拓展新市场。依托

“农村淘宝”平台，积极推动传统农业向基于互联网的
现代农业转型。

豫东地区村淘项目首家县级运营中心——阿里巴巴农村淘宝柘城县服务中心。

柘城县电子商务园跻身“河南省十佳创新创业示范园区”。

农村淘宝站遍布柘城城乡。

现代化的柘城县电商仓储物流区。

电子商务商品展示厅里的商品琳琅满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