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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0月 10日，在昭阳区守望回族乡集
镇的广场旁，一块“乌蒙优品电商直播创客基
地”的招牌格外显眼。走进大厅，只见工作人员
正忙着给前来报名接受电商直播培训的村民进
行登记，这是有着多年电商销售经验的马立创
建的培训基地，旨在为村民提供一条直播就业
的创业之路。

2013年以来，在广东、浙江等地打工而接触
到电商销售的马立，为了让父母及乡亲种植出来
的农特产品进入市场，同时把本土的优质农特产
品推销出去，先后创建公司，建立合作社种植基
地，注册商标，让本土的农特产品有了更好的销
路，也让“乌蒙优品”真正走进群众的生活。

结 缘

现年 35岁的马立，在人生的成长道路上有
过许多创业经历，有着极其灵活的经商头脑，他
在 2008年到 2009年间办过砖厂。2010年，马立
联系了一位在外地创办模具开发的同学，跟着他
到广东、浙江等地学习营销，他们在阿里巴巴销
售网络平台建立了产品批发销售网店。一年多
的时间里，马立学会了网络销售的基本技能，积
累了一定的营销经验，为他回乡走电商化发展之
路奠定了基础。

2013年，马立回到了家乡。在生活中，他看
到父母及乡亲种植出来的梨、苹果等农产品，尽
管品质很好，却面临销售困境。面对农产品生产
与销售的不平衡现象，马立想到了在广东、浙江
打工时学习到的电商销售途径，决定以电商销售
的方式来推销本土农特产品，打造一个属于昭通
品牌的电商网络平台。

马立认为，电商不仅是一个新型的网络销
售行业，也是未来新兴的一个产业，通过电商销
售，可以让本土农特产品销售得更远更广，把优
质的农特产品推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并得到顾
客的认可。

于是，马立花了 2 年多时间对全市 11 个县
（市、区）开展了一次全面调查，认为昭通的电商
规模小、散而且杂乱，没有规范的管理及制度，可
溯源体系基本未建立，产品的质量也参差不齐，
导致农产品走入市场后口碑参差不一，不利于长
远发展。想让昭通的电商更规范、更有质量和水
平，就需要一个规范的管理体系和更高水准的培
训机构，从产品的质量保证到精美包装再到快
捷的物流，确保每一个流程、每个步骤都得
到规范化管理。

创 业

马立在对全市 11 个县（市、
区）市场进行调查的基础上，针
对守望乡葫芦坪村鹿柴冲自然
村 100 多户村民种植的数百亩
老树苹果滞销难题，尝试着在守
望乡成立了电商销售店铺，成功
破解了群众苹果的销售难题，也
为他进一步创业增强了信心与勇
气。在相关部门的邀请下，马立先
后对 11 个县（市、区）的电商爱好者
进行了相关的技能培训，还结合实际
为绥江县“半边红”李子的线上销售包
装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

2016年，马立成立昭通市共创汇品牌策划
有限公司，坚持以农为本，走品牌化、规模化、产
业化路线，扩大网络市场销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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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在昭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
支持下，马立发起并成立了昭通市电子商务行业
协会，制定了协会章程及相应的规章制度，旨在通
过电子商务不断赋能乡村产业发展，大力参与各
县（区）脱贫攻坚工作，树立区域行业标杆。吸纳
100多家个体商户成为会员，并对入会商户进行专
门的技能培训，全面增强入会商户的品牌意
识，提升其市场竞争力。

为了让公司有专门的种植基地，2018年，
马立牵头成立昭通市昭阳区丑甜心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在刘家海子社区建立300多亩苹
果种植基地，并建立了仓储中心和冷链仓库，
带领村民走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路
线，通过网络销售带动更多农户一起增收，拉
动种植产业的健康发展。申报了“一立园”商
标，让苹果有了统一的地理标识和营销品牌。

2021 年 1 月，昭通市共创汇品牌策划有
限公司注资成立昭通乌蒙优品农业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围绕乌蒙片区优质农特产品，通过
电商拓宽销售渠道，不断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马立说：“公司对以苹果、枇杷、脐橙等为
主的生鲜类和以党参、天麻为主的滋补类产
品进行规范化销售，并在阿里巴巴、淘宝、抖
音等平台开设网店，每年为群众售出近 2000
万元的农产品。带动附近村民 100 多人开展
电商销售业务，目前已有数十人月销售额达 100
万元以上。”

抱 团

一人富不是富，马立坚持“创新是引领科技发
展的第一动力”理念，以电子商务赋能产业发展，
助推乡村振兴。

马立紧紧依托守望乡
地处昭阳区东南部，其
东、西、南、北分别与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
族苗族自治县中
水镇、昭阳区的
布嘎、永丰、小龙
洞、凤凰、太平等
乡（镇、街道）毗
邻的区位优势；

年均气温 11.7℃，年均降雨量 741.6毫升，年均日
照 1918.9小时的气候条件；距银昆高速公路入口
5公里、昭通飞机场 9公里、渝昆高铁昭通站 10公
里、新开工建设的机场 8公里，都香高速公路、大
山包一级公路贯穿其中，乡村道路便利的地理位
置优势；立足昭通乌蒙优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总面积6500平方米的店铺资源，于 2022 年 3月
开始对闲置的商铺进行升级改造，购置必要的
设施、设备，按照平台资源聚集、资源进行裂变
的思路，创建一个民营企业，立足农村，面向全
国分享乌蒙山质优价廉的农产品，打造创业创
新、就业服务基地、园区（平台），具有带动性、
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集物理空间和综合孵
化为一体的“乌蒙优品电商直播创客基地（园
区、服务平台）”。

马立说：“故乡永远是赋予我诗与远方
的创业之地。”

按照基地既是“孵化器”又是“发
动机引擎”的理念，依托服务“引擎”

的力量及影响力，实行开放、共
享、互利、共赢、“蚂蚁”式的协

作运营机制，构建产、供、
销一体化产业链，不断

激发农村创业活力、
动力，培育壮大各

类产业主体，赋

能农村产业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为乡
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以西南资源为
中心，紧紧把握沪滇协作、长江经济带
发展机遇，拓宽沿海市场渠道，塑造
“云品”“昭品”出滇，不断塑造“乌蒙

优品”品牌形象。面向东南亚“一带
一路”倡议，做好跨境电商、商业出口
服务，为消费者提供质优价廉的云南
农产品及服务。

马立介绍，基地计划第一批吸
纳、孵化、培育 50家以上企业、商家、

创业主体，3年内整体年营业额突破 2
亿元，5 年内实现 1 亿元及以上产业投

资，提供 1000 个及以上就业岗位；帮助
100名农民月入过万元，共建全市 3000人的

电商技能人才、村播网红池—专注本土产业，带
网红直播、明星/头部主播入县—打造直播大事
件，活跃县长（区域具有影响力县长、村干部、局
长等），实现区域品牌影响力提升。

从彝良县来到守望乡的彭昕，2个月以来，一
直在学习电商直播，目前在淘宝、天猫等网络销售
平台进行农产品销售，每天直播 1.5个小时左右，
可以销售 500元左右的农产品。她说：“我学习电
商直播以来，认知大门被打开了，我从网购变成了
网售，对产品认知、视频拍摄、服务技巧、引流方式
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对电商直播充满了信心。”跟
马立一起学习的马传夫妇在抖音平台创建的“云
香小马”特产店，每天有近 10万人看他们直播，他
们一边采摘、分装苹果，一边进行直播，每天发出
苹果 2000多件，晚上开直播附带销售天麻等农产
品，每天销售额在5万元左右。正在接受采访的马
立还接到上海客商打来的电话，要求马立及时给
他们的实体店铺货……线上和线下的销售，基地
平台都在有序推进。

在相关单位和部门的关心支持下，基地正
紧紧抓住“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好机遇，与
昆明一家培训公司合作，拟在近期启动电商直
播培训工作，带动一批电商直播新人的同时，基
地也可以吸收人才，打造自己的直播服务团队。

“基地将坚持不忘初心，以农为本理念，着力
打造企业‘加油站’、人才‘蓄水池’、资源‘配置器’、
产业‘引擎’、政策‘试验田’，为政府分忧解难，
服务市场，推动各类创业主体高质量、健康、可
持续发展，树立行业标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及‘新农人’示范带动作用。围绕四个‘链’（打
通供应链、延伸产业链、完善服务链、重塑价值
链）培育种植、加工、销售、基地、直播、供应链、
教育实践 7 大业态，推动基地健康可持续发
展。”马立说。

通过努力，该基地正按“党支部+电商直播创
客基地、园区+龙头企业+省级示范合作社+绿色
食品种植基地+深加工仓储物流+就业见习基
地+休闲农旅+（农户、返乡人员、大学生）”的模
式发展。同时，基地按全市“一盘棋”整体思路，
推进一园多区，多个行政村布局不同功能区，辐
射周边多个乡（镇）产业，在各县（市、区）设立
产地仓储中心，保障农产品供应服务链的
格局正在形成。

马立创办的电商孵化基地。

直播团队。

仓储中心。

村民正在采摘苹果村民正在采摘苹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