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10月 10日（戊戌年九月初二） 星期三 每周三出版

��

特约记者 杜福建 杨玉红

通 讯 员 安 茜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桐柏县

月河镇彭坎村山山岗岗的红雪桃果

已经成熟，像银铃似的挂满枝头。

这段时间，贫困户张琦异常忙

碌，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匆匆吃口饭

后就一头扎进家里的 70多亩桃园
里，采摘、分拣、装运……和往年不

同的是，和他同样忙碌的还有穿梭

在桃林中的中原蓝奥电商团队的工

作人员。他们穿着统一标志的工

装，跟随张琦在园中，取景、拍照、制

作文案……

彭坎村是桐柏深山区的贫困村

之一。虽然该村栽种优质桃子历史

久，但因为道路不通，山里的桃子运

不出去，桃子往往被果农贱卖或腐

烂倒掉。桐柏县电商运营商——中

原蓝奥公司获悉这一情况后，主动

到彭坎村，动员桃农们通过网络销

售果子。9月8日，借力网销活动，桐
柏县红雪桃正式上线销售，上线仅

20天，就成交了3000余单，平均日线
上销售量100件左右。

这是桐柏县将电子商务与精准

扶贫相结合的一个生动事例。桐柏

县紧紧围绕药材、林果、食用菌等富

民产业，开发适应电商物流标准和

网购家庭消费需求的优质网货，激

活了精准扶贫一池春水。

培育动力源泉，抓实电商引

擎。抓实基础项目，全力打造桐柏

县电子商务产业园，加快立体智能

仓储中心、加工包装中心、培训中心

等“六大中心”建设。抓实龙头项

目，抓好农村淘宝和电商进农村综

合示范服务站点建设项目。阿里巴

巴农村淘宝项目落地桐柏，并建设

运营22家天猫优品服务站。抓实平
台项目，做优“桐柏云商”公共服务

平台，形成线上线下相融合的销售

网络，带动农业信息化产业化，促进

农民增收。目前，桐柏云商平台已

入驻桐柏禺峰野茶园、神农氏艾草、

金淮豆业等13家本地知名企业，上
线了包括艾制品、中草药、茶叶、粮

油、豆制品、果蔬生鲜等15大类共计
1245个桐柏特色产品。

强化智力保障，实施人才驱

动。不断加大培训力度，壮大电商

人才队伍，为电商扶贫提供源源不

断的智力支持。对全县乡镇（集聚

区）负责人、村干部、帮扶责任人进

行电商轮训，普及电商扶贫相关知

识。坚持专项培训，制定《桐柏县电

子商务知识培训计划》，针对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进行全面摸底调查，建

立电商扶贫培训总名录。在电商园

区设立电商培训服务台，开展全天

候培训咨询服务，对贫困户实操培

训采取“一对一”教学模式，培养一

批本地化电商“种子”人才，带动一

批农村青年从事电商产业。

实施品牌带动，昂起电商龙

头。以桐柏县电子商务产业园和创

业孵化中心为依托，重点引进阿里

巴巴、苏宁、京东三大电商企业进

驻，培育河南淮源蓝奥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2018年上半年销售收入
729.1万元。全县30%以上的农民专
业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企业通过电

商平台实现了农产品网上销售，成

功培育出茶叶企业及种植专业合作

社53家，食用菌种植及加工企业32
家，并带动全县6400余贫困户实现
产业致富。全县已有桐桔梗、朱砂

红桃、桐柏玉叶茶等80余个产品获
得无公害、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

性产品认定，14种特色产品已实现
网络销售，电商交易额达 4000多
万元。

建立工作台账，推进电商扶

贫。建立电商扶贫工作台账，精准

对接建档立卡贫困户。建立精准带

动机制，利用农村电商人才开办的

服务站和网店，发布农特产品供求

信息，帮助农民开拓市场。积极为

农民群众提供物流、通信费代缴、

电费代收、银行转账以及各类交通

票预订、酒店预订、医院挂号等服

务，让农民足不出户享受到信息化

服务的便利。淮源镇春远中桃种植

专业合作社今年5月份开始，通过
互联网销售早熟品种红桃，以“电

商+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为20

余户种桃子的贫困户带来了每亩近

2000元的收入，又为周边30名贫困
劳动力每人增加了近千元的务工收

入。月河镇西湾村的农飨农民专业

合作社在当地政府的组织引导下，

除吸纳贫困户发展养殖业外，还采

取小额贴息贷款分红、到户增收分

红以及提供扶贫就业岗位等方式，

带动合作社周边贫困户走上生态养

殖电商销售的致富路子。

如今，桐柏县已荣获第四批国

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荣

誉称号。2018年上半年，全县电商
交 易 额 达 17.6亿 元 ， 同 比 增 速
23.85%，电商企业总数已达3000余
家，电子商务与物流快递从业人员

达3.2万人。�6

本报记者 张飞 张松

公司名片：互联网+大数据时
代下的共享营销服务平台，始创于

2012年，最具行业价值与品牌影响
力的大数据营销服务传播权威机

构，为企业实现全渠道营销落地服

务，解决企业营销难、渠道难、转型

难的发展困难。

推荐理由：旗下招商快车、多

元大数据、商机速配、通筹投资、方

旭科技已成功服务于十几个大行

业近千家企业，包括三九企业集

团、贵州茅台集团、蒙牛集团等，累

计提升企方后续业绩超过 1000
亿元。

一个品牌成也渠道，败也渠

道。如果招商方式选择不当，渠道

开展有误，那对于企业就会造成致

命性的打击。

而“招商快车”是最近几年市

场营销机构中迅速蹿红的一颗新

星，面对一个新兴行业，蓝奥集团

董事长鲁银刚凭借敏锐的市场洞

察力和与团队不分昼夜的拼搏，带

领公司从招商企业到专业的招商

服务机构，从有影响力的招商信息

发布平台到寻找商机的经销商，不

断发展壮大。

出生在桐柏县普通家庭的鲁

银刚小时候，跟许多人一样，希望

自己有能力赚更多的钱，改善家人

的生活水平。

1995年，年仅 18岁的鲁银刚
踏入北京。接触社会后，他发现自

己曾经的梦太渺小。通过自己不

懈地努力，他终于在这个繁华又充

满活力的城市，拥有一片属于自己

的土地。

多年的创业经历及与中小企

业打交道的经历，使鲁银刚发现，

很多企业虽然开发了产品，却不知

道如何推向市场，推出市场后却不

知道如何扩展渠道，增加销售。

2011年，已经在北京美容美发
连锁加盟行业做得风生水起的鲁

银刚，带领着二十几人的团队，从

北京南下广州开拓市场，创办了中

国首家营销招商外包公司——“招

商快车”。鲁银刚也因此被称为

“招商教父”。

面对一个新兴行业，推动和建

立市场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从不认

可到认可，从认可到信任，从信任

到携手并进，蓝奥集团帮助茅台葡

萄酒招加盟代理商320余家，回款
达 4700万元；助五粮液招商 230
家，回款达8500万元，帮助三九醒
久液招加盟代理商290家，回款达
2900万元。

同时，他还帮志高空调、太太

乐、流行美等企业完善销售渠道，

提高了市场占有率。2016年，公司
正式升级为蓝奥集团，目前已成功

服务于十几个大行业近千家企业，

累计提升企方后续业绩超过1000
亿元。

从十几人的创业团队发展到近

千人的大家庭，谈到当初开拓广东

市场的情景，口若悬河的鲁银刚不

禁陷入沉思，“想起那段日子，至今

内心仍有酸酸的感觉”。那时因为

心里怀揣着他的第二个梦想，鲁银

刚号召一帮兄弟迢迢千里赴广州，

开始新一轮的创业。“兄弟们本来在

北京已经安居乐业，不少人已经拿

到一两万的月薪，却愿意跟我在一

个新的战场从头打拼，我为了自己

的一个梦，让团队牺牲很多。”

鲁银刚总告诫自己，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只有带动当地经济

发展，提高民众就业，才能让家乡

人民真正富裕起来。

2016年，鲁银刚响应桐柏县政
府的号召，顺应“中原崛起”战略，

蓝奥集团将企业核心逐步向中原

地区转移，以河南淮源蓝奥智能科

技、蓝奥博源电子商务、蓝奥互联

教育、蓝奥君典文化为核心的中原

蓝奥正式起航。

2017年，中原蓝奥开发的“桐
柏云商”农产品商贸平台成功上

市，建成了包含桐柏特产、精准扶

贫等多个公共服务模块，上线13大
类1239个桐柏特色产品，形成线上
线下融合的县域电商发展模式。

事业取得成就之后，乡情至深

的鲁银刚不止一次为桐柏老家修

路、建校捐款。从2012年开始，就
联合同乡成功人士成立扶贫基金，

一直在帮助困难学生完成学业，井

连续6年对桐柏县月河镇、淮源镇
和城郊乡的贫困家、五保户和困难

大学生进行慰问和帮扶。

目前，中原蓝奥已成功为桐相

县艾制品、茶叶、香菇等农特产品

建立品牌推广渠道。为响应政府

电商扶贫、电商助农的号召，蓝奥

集团针对固县镇大石坡村贫困村

沙红桃销售难问题，在苏宁易购平

台发布网上众筹活动，实现了订单

式种植和销售，解决了果农的燃眉

之急。�6

本报记者 王涵

公司名片：创立于1976年的亚
澳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

澳农机），总部位于西安。2014年2
月，公司在唐河筹建亚澳南阳农机

有限责任公司，引进全套日本精益

化生产技术、工艺、设备和管理理

念，专注于耕播机具等农耕事业领

域，不断开发符合时代要求的先进

技术和产品。

推荐理由：公司目前在耕播类

机具领域处于行业前列，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45项。参与起草耕播机
具国家标准，是我国旋耕播种施肥

机、变速旋耕机、变速联合耕整机

生产发明单位，产品销往全国26个
省区并出口到世界多个国家。

想起亚澳南阳农机有限责任

公司成立那天，史炳哲心情还是很

激动。他说，这是亚澳农机一次重

大的战略调整，是亚澳农机逐鹿中

原的切入点，也是亚澳农机走向世

界的新起点。

今年47的史炳哲，目睹了父亲
从昔日偏僻山乡的农机修理部起

家，将公司发展成走在国内前列的

现代化农机制造商的辉煌历程。

如今，作为创二代的史炳哲，

凭借扎实的基层工作经验，及对行

业未来的准确把握，正逐步从父辈

手中接管亚澳农机。对企业未来

发展，他也有着清晰的规划：坚守

父亲的“三农”情怀，探索亚澳农机

的创新之路。

2000年，史炳哲子承父业，进
入由父亲创办的亚澳农机股份有

限公司。他首先从底层做起，让自

己有足够的能力挑起接班重任。

在工作中，史炳哲把自己年龄

上的劣势变成了优势。太年轻缺

少威严，他也不追求威严，与员工

打成一片。管理上经验不足，他便

多听取员工意见，并及时向家族中

的前辈取经。

一步一个脚印，经过多年的积

淀和磨炼，史炳哲终于熟悉了公司

从生产到销售及售后管理的各个

细节。父亲看到史炳哲做得不错，

终于放心把企业交给他管理。

史炳哲担任公司总经理后，不

忘初心，坚守着公司“品质创造价

值，服务赢得市场，团队成就未来，

创新寻求发展”的理念，致力打造

农机行业智能制造示范企业，公司

效益连年增长。

自2013年下半年开始，史炳哲
的工作半径突破了400公里。在唐
河县，亚澳农机正在着手建设新的

生产基地，投产之前的每个月，史

炳哲都要在唐河待上一周左右。

我市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最终打动

了史炳哲，决定投资3.6亿元在唐
河创建公司新工厂。

走入亚澳农机现代化的农机

生产基地，宽敞明亮的生产车间占

地4.6万平方米，代表我国农机具
生产先进水平的PLC积放链式粉
体涂装生产线旁，忙碌的工人井然

有序，缓缓开进的AGV自动搬运车
准确地将零部件配送到需要的工

位……

新工厂投建以来，史炳哲研

究得最多的行业样板，就是久保

田这家目前在华发展最为成功的

日本企业。在史炳哲看来，与不

拘一格的欧美人相比，更讲究成

本、效益和效率的日本人的“精

益制造”方式，更适合中国的企

业。同时，新工厂还在绿色工

厂、能源利用、环保节能方面精

心设计，使其达到环保与效益

双赢。

农业科技要姓农、为农、强

农。新工厂正式运营后，史炳哲

就针对南阳区域农作物种植习

惯，结合这几年农民大面积培育

优质花生产业，组织公司研发团

队研发出了花生精量播种机，大

大减轻了花生播种环节的农村劳

动力负担。

同时，公司结合市场需求，

在花生精量播种机的基础上改进

成花生、小麦两用播种，一机多

用，经过调整可以切换为花生8行
平播、6行垄播、小麦13行平播3
种状态，实现了一次进地完成施

肥、旋耕、播种、覆土、起垄等

多道程序，大大提高了作业效

率，迅速成为区域市场的热销品

牌，引来农机大户抢购。

根植南阳，服务南阳。去

年，史炳哲积极投入到我市精准

扶贫工作中，为帮扶村的36户近
80名贫困户，多次提供大量生活
用品。今年3月，在春耕时节，又
为村子提供了价值3万余元的全套
耕种机具，解决了全村百余户村

民的耕种难题。史炳哲说，来到

南阳，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

更会融入南阳，把自己当成新南

阳人，为南阳经济社会发展贡献

力量。�8

渠道为王 打造营销服务先锋
——记蓝奥集团董事长鲁银刚

根植南阳 做大做强农机产业
——记亚澳南阳农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史炳哲

电商入深山 穷山变金山
—桐柏县电商精准扶贫纪实

本报记者 贾林伟

嘉宾档案：樊书怀，内乡人，郑州客运段上

海三队南沪六组列车乘务员，值乘洛阳一南阳

一上海的K1108次列车。
礼赞时代：家乡的变化有目共睹，成就斐

然。目前，南阳火车站正在改建扩建，站台股道

正在更新，在不久的将来，动车、高铁相继而

来。在这“交通强国，铁路先行”的新时代里，南

阳将发展更快、更好！

遇到樊书怀，是在从上海返程的火车上。

听说有记者，列车长尚云霞特意安排采访

一下“大才子”。樊书怀始终保持着山里人的忠

厚，常在报刊上发表散文、新闻报道等。时间久

了，他就有了这个“雅号”。

1987年，樊书怀从内乡县王店乡考到洛阳
上中专，4年后参加工作。虽说在老家待的时间
不长，可他从值乘的这趟车上，来来回回看到了

家乡的诸多变化。

30年过去了，他仍清晰地记得，去洛阳上学
时，先从内乡坐汽车到南阳，然后乘火车到洛

阳，当时就洛阳至襄樊的一趟慢车，闷热不说，

没有座位，一站就是七八个小时，到洛阳后两天

也歇不过来，所以就尽可能少回去。现在不同

了，洛阳至南阳的列车每天都有10余趟次，两三
个小时就可到达，方便快捷。

列车车次的增多，显示着南阳交通的空前

发展。据悉，焦柳线和宁西线在南阳交会，如今

始发和经过南阳的列车每天都达20余对，还不
算车站改造造成的十余对列车不能停靠，算得

上是四通八达。其中，K1108次列车就是南阳始
发，直达上海。K184次列车也是南阳始发，直达
北京。近期，还有了商丘至西峡的列车，南阳到

郑州的时间大大地缩短了。

他说，现在的铁路线路和车辆都有了很大

的提升。过去是单线行驶，用的机车也是蒸汽

机车，行驶缓慢，增加了运行时间。现在双线行

驶，全部电气化，电力机车的速度大大提高。客

运车辆也有原来的“绿皮”燃煤变成了空调列

车，夏天不热，冬天不冷。环境好了，旅途的氛

围也就好了，列车的服务质量也提高了。现在

人们出行，要水有水，要卧铺有卧铺，真的找到

了“上帝”的感觉。

整个车内明窗净几，欢声笑语，形成一个和

谐温馨的移动大家庭。 （下转A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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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胡楚强）记者从

市畜牧局获悉，牧原公司、科尔沁牛

业南阳有限公司等企业组团参加了

第 30届中原畜牧业交易博览会。
作为交易博览会一项重要内容，牧

原公司联合省农科院、郑州大学等

科研机构、畜牧技术推广机构，成立

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科技创

新联盟。

作为畜牧业大市，我市畜牧业产

值连续多年占全省产值的十分之一

以上，占全国1%以上。按照市场化、
社会化、集约化的总体要求，初步形

成了以牧原生猪、科尔沁肉牛、三色

鸽乳业、丰园禽业等为代表的畜牧产

业集群。2017年全市农产品出口总
额达69.3亿元，畜产品进出口额稳定
增长，畜牧业开放之路越走越宽。

大量的养殖废弃物如何处理成

为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必须突破的瓶

颈。我市多方引导畜禽养殖企业推

广生态养殖模式，畜牧业整体呈现

畜禽养殖总量大和规模化、标准化、

产业化、生态化程度高的“一大四

高”明显态势。科尔沁牛业南阳有

限公司的“两高两全”循环经济养

殖、牧原公司的生猪循环经济养殖

等已实现畜禽养殖废弃物土地消

纳、种养结合、循环发展，成为生态

养殖的行业典型。目前，我市建成

生态养殖企业125家，占全省的五
分之一。养殖企业流转土地共 30
多万亩，占全省的三分之一。�8

我市畜牧业开放之路愈走愈宽

出口总额稳定增长 废物利用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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