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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北北京京创创新新探探索索消消费费扶扶贫贫长长效效机机制制
推动线上线下互动 创精准扶贫拍卖模式

成果： 本市消费扶贫资
金总额达2.66亿元

2018年， 通州区34家单位签
订大昭圣水用水协议， 同时实现
大昭圣水桶装和瓶装水在通州商
资公司所属93家果蔬超市及门店
的全面销售， 并利用电视、 多媒
体等方式开展宣传推广， 带动销
量逐步提升， 到今年8月， 大昭
圣水在北京销量达到180吨， 实
现销售额48.85万元。

在北京的对口区设立消费扶
贫特色专柜， 推广受援地区扶贫
产品 ， 这是消费扶贫的创新做
法。 对口区通过采购、 销售受援
地区特色产品等， 惠及部分贫困
人口， 并凭借比如顺义区燕京啤
酒节活动， 积极推广扶贫特色产
品， 扩大产品影响力， 提高知名
度。 对口区积极购买并销售扶贫
产品， 助力精准帮扶工作。

今年1月22日， “双创中心”
在北京市南三环首农食品大厦启
用， 新疆和田馆面积157平方米。
目前， 该中心已入驻18家企业，
涉及特色农副产品251种， 涵盖
红枣、 核桃、 大芸、 玫瑰花、 雪
菊、 石榴、 葡萄等和田特色农副
产品和艾德莱斯丝绸、 手工地毯
等特色手工艺品。 通过协调安排
贫困群众在企业就业、 收购农产
品、 股金分红、 救助帮扶等多种
形式， 直接带动建档立卡贫困群
众4100多人脱贫， 间接带动和田
6万名农牧民增收致富。

新发地是北京最大的农副产
品批发市场， 被称为北京的 “菜
篮子”， 是内蒙古自治区农副产
品进京的主要渠道。 全体挂职干
部推动各贫旗县积极对接， 推进
特色农产品上行 ， 仅今年上半
年， 采购自治区蔬菜等农产品9.27
万吨， 销售额达5亿元。 林西县
与北京岳各庄京津冀农副产品配
送有限公司签订协议， 设立林西
农副产品展销专柜， 主动对接北
京岳各庄农贸市场和北京新发地
农产品批发市场， 依托两大市场
资源广泛动员商户到林西采购农
副产品， 开展农副产品展销活动
20次 。 武川县以打通消费扶贫
“最后一公里” 为核心任务， 在
门头沟区鑫源批发市场开设武川
农产品批发点， 并在门头沟全区
统筹建起 5家 “塞上武川特品
店”， 目前武川产品日均批发零
售额1.1万元 ， 半年累计销售额
约200万元。

一个个消费扶贫案例， 用详
实的数据展现消费扶贫成果。 仅
2019年上半年， 北京消费扶贫总
额57亿余元 ， 其中双创中心线

上、 线下、 大宗采购突破3亿元，
采购人数超20万人次、 网络关注
度超200万、 各种平台直播量超
千万。 北京市16区针对受援地区
消费扶贫资金总额2.66亿元， 消
费扶贫爱心卡办卡超20万张。

建设消费扶贫线上线下
互动模式

在第二届北京市扶贫协作论
坛上，2019年第一版《北京市消费
扶贫产品名录 》（以下简称 《名
录》）正式发布。记者看到，该名目
包括食品类、非加工类生鲜、保健
食品、其他等四大类1524种产品、
389家供应商，涉及北京市受援地
区61个贫困县， 带动当地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21.9万人。

《名录》 中的产品、 供应商
由北京扶贫协作的90个县审核推
荐， 其中扶贫农副产品具有当地
特色， 有一定生产加工规模， 市
场价格优惠； 供应商具有带贫能
力强、 产品质量好、 有诚信、 有
一定物流配送渠道， 在当地注册
的企业、 合作社、 家庭农场等市
场主体。

论坛上， 市支援合作办、 市
商务局会同全市16区开展的北京
市消费扶贫市区联动， 主要是为
了更好地推动全市消费扶贫形成
市区一张网、 上下一盘棋， 方便
广大市民就近购买扶贫产品、 参
与消费， 组织各区至少建设1处
面积不小于100平方米的消费扶
贫分中心， 在商场超市、 批发市
场设立消费扶贫专区专柜。 论坛
上举行的北京市消费扶贫市区联
动启动仪式， 标志着第一批9个
区消费扶贫分中心、 超市发京客
隆等100余家商超的消费扶贫专
区专柜、 新发地岳各庄石门等批
发市场的消费扶贫专区全面建成
运营， 全市消费扶贫线下销售网
络基本建成。

北京市消费扶贫工作推动以
来， 各区、 各部门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 积极调动资源， 努力搭建
销售平台， 全方位帮助结对帮扶
地区销售农特产品。 倾力打造消
费扶贫的北京样本， 成效突出。
率先了 “1+16+3+N” 的消费扶
贫模式， 完善了各方联动的运行
机制， 运用市场机制实现供给与
需求的有效对接， 打通了贫困地
区 “优产” 与北京 “高销” 绿色
通道， 实现了贫困户增收脱贫、
企业受益、 消费者得实惠、 多方
互利共赢的格局。

消费扶贫推进过程中不断涌
现了模式创新、 经验创新、 政策
创新。 以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为
首的 “金融+消费扶贫 ” 模式 ，

推出全国第一张消费扶贫爱心
卡， 通过 “融e购” “善融商务”
电商平台， 支持推动消费扶贫。
市工商联首推的 “直播消费扶
贫” 模式， 变明星、 网红的精准
流量为终端消费， 促进贫困地区
产品变商品。 凯达恒业公司在内
蒙古、 河北两地， 通过订单方式
实行固定价收购 ， 探索了 “企
业+合作社+农户 ” 的 “凯达模
式”。 西城区开发的 “我在张北
有亩地” 藜麦认养模式， 建立了
客户端和养殖端的双向对接。 房
山区出台激励政策， 对在帮扶地
区积极收购特产的企业， 给予收
购额的5%奖励 ； 对到受援地投
资的企业， 给予户口进京、 子女
入学等政策优惠。

创精准扶贫拍卖模式

在第二届北京市扶贫协作论
坛上， 现场进行了农产品期货拍
卖。 作为电商龙头企业， 阿里巴
巴探索出了订单前置的新型扶贫
模式。

阿里巴巴拍卖事业部总监易
广涛介绍了精准扶贫拍卖的新模
式， 现场和全国的经销商以及天
猫 、 淘宝会一起参拍 1000头牦
牛。 牦牛用放养的方式饲养6-7
年 ， 每一头牦牛都有电子身份
证。 易广涛称现场演示的拍卖是
三种创新模式。

“第一， 我们认为借助O2O
的销售模式， 不仅发生在我们的
天猫和淘宝， 还要让这种销售发
生在青山绿水中， 也发生在大型
的商超里面， 让老百姓产生一种
新型的消费方式。 第二， 通过订
单前置， 可以在种植和养殖的过

程中， 发展种植和养殖再加工，
可以更合理地运用整合生产力，
还可以提升产品的生产力 。 第
三， 我们准备和各地政府搭建拍
卖市场， 大幅度提升优质农产品
市场的话语权， 以及市场价格的
议价权。” 易广涛表示。

“我们认为农产品发展问题
的瓶颈不仅仅在于销售通道上，
也在于农产品价格如何不受市场
因素的干扰， 可以让农民提前拿
到钱。 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可以极大地提升农民的
生产积极性， 种出安全健康营养
好吃的农产品， 并且可以获得全
国消费者的欢迎， 从而带动老百
姓共同富裕。” 易广涛说， 阿里
巴巴会为此不断努力创新， 为农
产品的扶贫做出坚实的贡献。

事实上， 阿里拍卖平台大宗
粮 “第一拍” 的 “实锤” 已经在
10月15日落下， 百县精品助力贫
困地区大宗产品拍卖交易的首次

尝试已顺利完成。 百县精品联合
阿里拍卖为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泰来县做了大米大宗交易拍卖，
这就是阿里拍卖平台大宗粮 “第
一拍”。 此次拍卖的大米总吨数
为8800余吨， 总成交销售金额约
为2800万元 ， 包含了 “龙阳16”
“长粒 417” “绥靖 18” “超级
稻” 四大品种， 这就是人们最常
买的东北稻花香和长粒香大米系
列品种。

对接会上， 百县精品扶贫模
式 进 一 步 延 展 ， 农 产 品 期 货
拍 卖 仪式活动自然成为了论坛
上的一大亮点。 “1000头当雄牦
牛” 是此次活动的拍卖产品。 拍
卖现场 ， 通过扫码进行牦牛拍
卖， 一头牦牛的起拍价格为1元，
加价幅度为200元， 最终一头牦
牛以单价12001元拍卖成功 。 按
照一头牦牛12001元的成交价格
计算 ， 1000头牦牛总价就达到
1200余万元。

消费扶贫： 消费扶贫是社会各界通过消费来自贫困地区和贫困人
口的产品与服务， 帮助贫困人口增收脱贫的一种扶贫方式， 是社会力
量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 大力实施消费扶贫， 有利于动员社会各
界扩大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消费， 调动贫困人口依靠自身努力实现脱
贫致富的积极性， 促进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和贫困地区产业持续发展。

【链接】

“购买就是帮扶， 消费就是扶贫。” 在第二届北京市扶贫协作论坛上， 与会人士以
“消费扶贫模式创新与探索” 为主题进行了交流。 专家认为， 消费与扶贫的积极互动，
有利于动员社会各界、 公民个人扩大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消费， 激发贫困人口依靠自
身努力实现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促进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和贫困地区产业持续发展，
是贫困地区产业扶贫的新模式和迫切要求， 是贫困地区发展优质产业实现稳定脱贫的
重要保障， 同时也是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有效途径。 怎么才能让消费与扶贫积极互动、
实现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