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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4点已开始忙碌

作为全国最著名的辣椒产地之一，
芜湖市鸠江区的辣椒种植面积覆盖方
圆70多公里。由于辣椒在生长过程中
对温度的要求比较高，当地的辣椒种植
户几乎天天凌晨4点起床，赶到自己的
蔬菜大棚开始一天的工作。

每天早上4点，鸠江区二坝镇永宁
村年过六旬的村民鲁珩准时赶到大棚，
揭开大棚的塑料布来调节温度；到了晚
上八九点再把塑料布盖在大棚上来保
温。有时候时间紧，中午来不及回家吃
饭，早上出门的时候也只是带着水壶和
几个馒头，就急忙赶到大棚中。

鲁珩是一位从事辣椒种植二三十
年的“老手”，他的大棚里种植了青椒、
红椒等。只见他熟练地揭开大棚，认真
观察每个青椒，时而擦一擦、动一动，青
椒果肉紧致，毫无瑕疵，品相和质量非
常好。“这是我的日常工作，20多年来我
从未放松。”

“我们村里像鲁爷爷这样的辣椒种
植农户非常多，他们大多经验丰富，勤
劳认真，几十年来非常辛苦。”芜湖市凌
氏农民合作社负责人凌芳介绍了一些
情况，“有一些农户家里条件不太好，没
有代步车，来回十几里地，每天早晨就
从家里走到大棚、晚上再走回去，收好
的辣椒放在筐里，一筐一筐地背到收购
点进行销售。”

多多帮扶助农好，辣椒货多
也值钱

来自各大商场超市的订单如雪片
飞来、不少外地的大货车早早地就来到
这里进货……这是往年的场景。俗话
说，物以稀为贵。安徽芜湖的辣椒在全
国都比较有名，品质比较好，售卖周期
长，受到全国各地消费者的喜爱，经常
供不应求，行情很不错。2020年疫情
发生导致销量有所下降，从那年开始，
凌氏合作社就开始尝试新的发展模式。

“我们从2020年开始就把当地的

农产品对接到各大平台进行销售，打破
了传统的销售模式，积累了一些线上销
售的经验，也结识了多家平台的采购负
责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凌芳说，今
年是比较困难的一年，疫情影响导致物
流出现了问题，再加上今年又是个丰收
年，大量农产品上市，甚至出现了“货多
不值钱”的情况，让农户们苦不堪言。

“今年辣椒大丰收，一大堆辣椒没
人来收，价钱也降了不少。”当地种植户

鲁爷爷说。鲁爷爷家里种了十几亩地，
但今年的青椒和红椒的价格都是一路
走低，其他农产品的行情也不理想，这
让鲁爷爷一家很是着急。

“老百姓困难，我们也十分着急。”
开始的时候，凌芳也牵头和一些平台合
作过，但还是无法消化掉这么大的产
量。今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凌芳看到拼
多多总部发布的一条“暖冬行动”助农
信息，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和拼多多

的负责人联系，将当地实际存在的销售
困难以及相关信息告知对方。

令凌芳没想到的是，她很快就收到
了拼多多“暖冬行动”专项团队的回复，
该团队很快着手打通收购环节，直接跟
凌芳对接收货事宜。一车车的辣椒从芜
湖打包装车，再运输到周边多多买菜的
几大仓库，开始通过拼多多线上销售。

除了辣椒这一特色产品，这里还种
植了胡萝卜、荸荠、玉米等农产品。

“在拼多多专项团队的帮助和推广
下，我们合作社很快就和各个地区的多
多销售平台建立了对接关系，其中包括
合肥、南京、无锡、淮安等地。”凌芳说，
农产品一斤为一单，之前每天只能销售
一到两万单，现在每天通过平台进行销
售的农产品达到了五六万单之多，“农
户们采摘的辣椒等农产品能够及时地
销售出去，他们都非常开心。”

为了助农，多多买菜平台不仅为农
户打通销路，实实在在地为农户减轻了
负担、减少了损失，还减少了中间环节，
直接将农户的产品通过线上售卖。消
费者在拼多多平台上购买一斤打有“暖
冬助农”标签的产自芜湖的青椒才不到
一块钱，而超市的青椒要贵一倍左右。

凌芳介绍说，青椒等各种农产品很
快就从合作社仓库运往各大城市，多多
买菜的员工将凌晨采摘的辣椒迅速分
拣打包之后，再运往城市网格和自提
点，到达C端消费者手中时，最快的不
会超过24小时。

凌芳随即打开手机展示自12月以
来的销售情况，仅合肥一仓的销量每
天就到了1万单以上，在12月10日达
到了 3万多单，之后几天都接近 3万
单。凌芳点开12月12日的销售情况，
青椒、胡萝卜等都卖出6000多单，销售
量非常大。

晚上12点左右，凌芳终于结束了
一天的工作。“每个平台当天的销售单
量，都要到晚上11点5分结单，我要看
卖的数量，不够的要连夜补单，这样才
不会耽误销售，才能让消费者第二天准

时收到蔬菜。”作为主要负责人，凌芳也
是早出晚归。

“虽然现在的价格还是比较低，但
一直在增长。我相信，经过不断地发
展，我们能够做到货多也值钱。”凌芳信
心满满地说。

劳有所得，“老”也有所得

凌芳是土生土长的芜湖人，在她的
家族中也有一些长辈务农。“农民的苦
和累、农民的不容易，我很清楚。”有些
农民几十年如一日，从事农业生产，靠
几亩地和自己的辛勤劳作，养儿育女，
支撑家庭。等到孩子们长大成年、能
够独当一面的时候，他们依旧没有放
下自己手中的锄头，依然像以前一样
辛勤劳作。

“孩子也成家立业了，不能给他们
添负担。”鲁爷爷说，现在的技术发展
很快，但是他这一生都是在田里走过
来的，自己只会种地，靠种地谋生，其
他的事情都不太擅长，不懂网络，更不
用说玩电商，“我连微信都有点玩不明
白，在网上卖货什么的，是你们年轻人
的工作。”

对于一些老农户来说，农产品就是
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依然以青椒为
例，每袋种子就要400元，从播种施肥
到最后丰收时雇人采摘，还有其中的损
耗等各种成本，本身就挣不到多少钱；
同时疫情导致物流不畅，青椒等农产品
更是运不出去，这让不少老农户感觉

“雪上加霜”。
老一代的人从事生产，新一代的人

帮助销售。凌芳作为“新一代”的年轻
人，通过自己对电商、对互联网的了解，
不仅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同时也能帮
助这些老一代的农民劳有所得、“老”有
所得。

“拼多多开展这样的助农活动，通
过平台的力量实现农产品的大规模上
行，既帮助了老一代农民，又给消费者
带来了便利，这也给了我更多的底气来
帮助大家。”凌芳感叹道。

“今年我们收到芜湖辣椒滞销的信
息后，内部紧急动员起来，决定主推芜
湖的辣椒。”拼多多助农项目组南京地
区工作人员倪鸣介绍，“首先我们在一
天之内完成了商品的上架销售，同时在
定价方面尽量平价销售，一方面能够让
农户多卖货，另外一方面可以让消费者
用实惠的价格购买到有品质保障的农
产品；其次，在平台流量上我们尽量给
予更多支持，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看到
芜湖的辣椒，从而促成销售；最后，我们
安排了专业的打包人员，对辣椒进行分
拣、称重、包装，帮农户完成履约。”

据了解，凌氏合作社跟拼多多平台
合作的5个大仓，今年已经销售了100
多万斤辣椒，仅南京仓就已经帮助芜湖
销售了约30万斤辣椒，大大缓解了芜
湖辣椒种植户的压力，为助农作出了很
大的贡献。

政宇 李康

单日销售超2.5万公斤

拼多多“暖冬行动”解芜湖农产品销售之难
一望无际的塑料种植大棚、绵延不绝的进货货车……安徽省芜湖市的鸠江区农业现代化发展程度逐年提升，逐渐变成芜湖市重要

的蔬菜生产基地，其中辣椒种植面积达到了方圆70多公里，成为辣椒生产供应“宝库”。

当地辣椒种植户今年又迎来大丰收，而且辣椒的品质很好，但因为物流不畅导致价格暴跌，增产不增收。面对这种情形，拼多多伸

出了“助农”之手，助力当地解决这个急难愁盼的问题。

凌芳的合作社通过对接多多买菜平台，为种植户们打开辣椒销路，大家都露出
了开心的笑容。

多多买菜全国供应链体系打破区域限制，成立专项产销对接团队，为待销农产
品开辟绿色通道。

鸠江辣椒被运到多多买菜苏皖大区的南京仓、无锡仓以及合肥仓后，经过分拣
打包，不超过24小时就能到消费者的餐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