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MS帝国之家 zhann.cn
致力于帝国cms插件和二次开发

2025年电商工作总结和2025年工作计划

作者：小六 来源：网友投稿

本文原地址：https://xiaorob.com/zongjie/fanwen/279747.html

ECMS帝国之家，为帝国cms加油！

20_年电商工作总结和20_年工作计划

 今年以来，我局认真贯彻落实电商进农村和电商扶贫工作部署，集聚和培育我县电子商务产业
，优化电子商务发展环境，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电子商务精准扶贫的积极作用，提
升农产品商品化率，促进脱贫对象增加收入，带动本地经济加快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现总结
如下：

 >一、工作概况及成效

 20_年电商进农村项目被列为市、县两级重点建设项目，我县通过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推动全县产业发展模式、经
营方式、生产组织形势发生深刻变革，从而带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产业集聚转移，以示范创建引领电商
发展，效果显著，逐步形成电子商务发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格局。拥有国家级电商示范企业1家，省
级电商示范企业2家，获批湖南省电子商务企业23家，其中湖南中南神箭竹木有限公司被评为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企
业，湖南汇元板业有限公司被评为201X年湖南省电子商务示范企业，植雅轩商贸有限公司获20_年湖南省电子商务
示范企业，湖南省农友农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获20_年度跨境电子商务建设项目。新华网、光明网、人民网、凤凰网
、新浪网、中国新闻网、湖南日报、新湖南网、红网、娄底日报、娄底晚报等主流媒体和XX网等本地新自媒体竟相
报导XX县电商进农村示范工作情况和电商发展模式和做法，得到上级部门及社会各界的肯定与好评。

 到目前为止，已建设1个占地1.5万平方米的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园区)，入驻阿里巴巴农村淘宝、惠民供销、邮政、
随手购、厂家网等40多家电商平台企业，1个县级公共服务中心，1个淘宝特色馆，1个县级物流仓储配送中心。建成
镇级电商服务站15个，村级电商服务站420个(其中扶贫服务站56个)，村级服务点覆盖率达80%;孵化企业网商320个，
个人网商3000个;实际开展电子商务培训15660人次，直接或间接带动电商创业就业5.6万人，行政村宽带覆盖率95.92%
，全年网络销售额预计突破15亿元。全县挖掘整理了永丰辣酱、青树淮山、锁石菜油、永丰香干、花门豆豉、荷叶
腊肉、红薯粉丝、印塘茶油、软籽石榴等20多个优势产品进行网上销售。全县现有农民专业合作社400多家，家庭农
场300余家，合作社社员达6.8万个;无公害蔬菜基地20多个;有20多个农产品通过中国绿色食品认证，20多个农产品商
标。农产品上行方面也取得显著成效，“农产品进城”预计年销售额突破4600万元，帮助贫困村网销农产品预计全
年突破530万元，帮助贫困户网销农产品预计全年突破450万元。

 >二、主要工作

 我县经过探索实践，全力推动“四进”，即电商进园、服务进村、品牌进网、思想进脑，促进了电子商务在农村
的发展，为电子商务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具体工作如下：

 >(一)强化顶层设计，加强组织保障

 成立了县长任组长的县发展电子商务工作领导小组，在县商务粮食局专门设立了电子商务管理办公室，研究制定
了《关于加快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实施意见》、《XX县电子商务发展扶持办法》、《XX县电商扶贫工作方案》和
《20_年XX县电商扶贫资金扶持办法》等相关政策措施，大力促进电子商务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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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培育网销产品，推进“电商扶贫”

 我局按照湖南省商务厅、湖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下发的《关于做好201X年我省推进电商扶贫专项行动有关工作的
通知》(湘商电〔201X〕20号)及电商扶贫考核细则的要求，我局按照县联合办和脱贫攻坚指挥部的部署安排，把发
展电子商务与精准扶贫紧密结合，逐步提升农村产品商品化、标准化、规模化水平，带动本地特色农产品产供销和
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抓紧实施各项电商扶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今年共整合网销农产品20个，建好26个贫困村电
商扶贫服务站和16个扶贫示范网店，全年预计可实现“农产品进城”交易额4600万元，“工业品下乡”交易额1.84亿
元。主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1、精准对接扶贫对象，加快网销农产品整合与开发

 一是加快贫困村电商服务点和扶贫示范网店建设。以全县106个建档立卡贫困村为重点对象，按上级文件要求规划
新建26个贫困村村级电商服务站和16个扶贫示范网店，预计11月中旬即可全部建设到位。如永丰镇松坪村蒋盛良、
花门镇春山村肖应全等通过建设村级扶贫电商服务站积极为贫困村做好线上代购代销及便民服务，年均收入突破3
万元;如青树坪镇归古村陈富贵、花门镇石龙村赵向民等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系统培训后成功开办扶贫示范网店，月
均网销额1万多元，年纯收入突破8000元，成功摘掉贫困户的帽子。

 二是积极组织电商公共服务中心、飞腾公司、湘滇公司等电商平台和企业采集标准化农特产品、非标准化农产品
和乡村旅游资源信息，建立农产品商品化信息库，在贫困村培育建立生产基地和小作坊式加工厂10多家，制定农产
品生产(准)标准10多个，新注册商标2个，为50多个贫困村提供技术、信息、网上购销等服务。同时扶持灯塔米业、
江园辣酱、巡胜淮山、水封坛豆豉等10多家有发展前景的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副产品加工企业，扩大安
全优质农产品生产规模，促进农产品商品化和网上销售，加速实现永丰辣酱、青树淮山、豆豉、蛋白桑、中药材(艾
叶)等特色农产品的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

 >2、拓宽网络销售渠道，多模式开展“电商扶贫”

 一是全面开展微(电)商扶贫培训和团队建设工作。由县商粮局、人社局和各乡镇、经开新区负责协调指导，组织
了两家电商企业在15个乡镇和经开新区全年共培训1200多人(其中参训贫困户300多人)，涉及贫困村50多个，开设个
人微店或网店1200多个，培育农特微商村级负责人200多人，挖掘整理辣酱、淮山、干笋、豆豉、红薯粉、荷结皮、
土豆片、小鱼仔、木瓜丝等优质农产品20多种，注册“家湘宝”、“灵妹几”、“辣外婆”、“水封坛”等本地农
产品商标近10个，预计全年可实现农产品销售额1000多万元，直接或间接带动贫困对象创业就业1000多人。并督促
电商企业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加工企业全面对接融合，引导农民走微商向电商发展之路，做好贫困地区农
产品的挖掘整理、宣传推广、线上销售等，带动农民通过电子商务渠道增加收入，逐步走上规范化轨道。如石牛乡
树山村罗改乡、沙塘乡沙塘村贺登峰、井字镇长湾村胡岳杯等20多个贫困对象在电商公司的精心培育和指导下开办
个人实名微店，成功蜕变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农产品销售“微商达人”，月均纯收入1000元以上，摘掉了贫困户的帽
子。

 二是加大农产品网络销售平台建设力度。以持续增加贫困群众收入为核心，深入推进产业发展，逐步形成“电商
平台(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网店”的电商扶贫生态链，使电子商务延伸至农村每个角落，带动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如我县依托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七品网、邮乐购、供销e家、淘宝�XX特色馆、湘中优选等本地电商企业，在各
平台设立电商扶贫020专区，采取产品预售、认养、众筹、社群等多种模式进行“精准扶贫”，拓展农特产品网上销
售渠道，推动贫困地区网销产品的整合开发和电商扶贫专区线上线下结合，取得了突出成效。例如荷叶镇石虎村陈
家组贫困村民周小才、王德松夫妇在县电商办和阿里巴巴公司XX负责人的帮助指导下开办农村淘宝村级电商服务站
，成为一名服务家乡的“村小二”，为村民开展网上代购、代销、收发快递等业务，目前年纯收入达5万多元，成
功实现了脱贫致富。

 三是大力推广“一县一品”网销活动。江园辣酱食品有限公司的“侯府家”牌永丰辣酱于9月22日成功入驻阿里巴
巴农村淘宝“淘乡甜”官方旗舰店，使我县这一百年老字号首次在大型电商平台一炮打响，网上日均销售100多单，
销售量呈逐渐上升趋势。县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与XX威龙食品公司、XX湘春酱菜园、湖南省白马食品公司签订全网
代运营服务协议，为3家生产企业提供包括淘宝代运营、微商代运营、阿里巴巴诚信通代运营在内的全网营销，每
天至少有100单以上的农产品发往全国各地。电商服务中心和我县贫困村甘棠镇祠堂湾村合作开展电商精准扶贫，该
村的红薯片和中药材花粉蜜在短短几天就网销一空，线上众筹猕猴桃也取得成功，8月底就全部预订完毕。与洋潭
农业合作社线上线下合作推广无花果，所产无花果销售90%，剩下10%则制成干果销售一空。下一步还将运营更多X
X产品如旺府电暖桌等，总体代运营销售额预计将超过600万元。我县还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各类农特产品展会。今年
组织企业参加3月份的锁石油菜花节、8月份的荷叶荷花文化旅游节，4月份的“20_义乌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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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17日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国际餐饮食品博览会”、9月27日-29日在娄底举行的“第八届湘博会”
、11月9日在青树坪镇举办的“湘中农产品博览会暨电商扶贫峰会”，充分展示永丰辣酱、淮山、香干、霉豆腐、溪
砚等特色产品，结合“互联网+特色农产品+特色旅游”的电商模式，全方位多角度力推XX优质产品，取得良好效
果。预计全县各类电商主体帮助贫困地区年销售农产品突破1000万元，通过电商可帮扶500多户贫困家庭，近20_人
。

 >3、强化扶贫工作机制，完善电商扶贫落地体系建设

 一是按照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市州、县区党委和政府脱贫攻坚工作考核办法实施细则》和省商务厅
、省扶贫办《关于开展20_年全省电商扶贫专项行动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对电商扶贫项目考核的要求，结合我县
实际，我们进一步强化电商扶贫工作机制，安排人员定期督促各电商扶贫项目开工建设，确保如期保质保量实施到
位。

 二是进一步加强县域农村电商队伍建设，建立多层次的农村电商免费公益性培训机制，制定电商扶贫培训方案，
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确定由中标企业--XX县创客职业培训学校重点对接贫困村和贫困户开展电商产业扶贫专项培训
，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培训16期，共培训1000人次以上。重点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掌握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开展业务，
确保每个贫困村有1个以上电子商务应用人才或信息员。

 >(三)狠抓网点建设，完善物流体系

 依托电商企业的人才及技术优势，整合利用农村现有乡镇商贸中心、便民服务网点、万村千乡农家店等流通网络
资源，加大对农家店的信息化改造力度，建设电子商务农村服务站。目前已共建成镇、村级服务站点420个，其中电
商扶贫村级站点56个，扶贫示范网店16个。建设一个仓储达1万平方米的县级仓储物流中心，引导10多家物流快递企
业入驻。邮政、菜鸟物流、“四通一达”等企业已建立镇级物流快递服务点16个，计划至20_年底可建成村级快递点
200多个，初步形成集电子商务与物流配送为一体的现代农村物流配送体系。

 >(四)加强网络监管，强化绩效考核

 一是积极开展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县人民政府与浙江甲骨文超级码科技公司正式签订了合作协议，着手建立了农
产品电子商务质量认证和溯源体系，在全面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具有一定产业基础和较高品牌知名度且适宜网上销售
的永丰辣酱、淮山、豆豉等作为重点品牌打造，已给10家农产品生产企业定制了300多万枚个性化防伪标识码，从源
头防止假冒伪劣产品进入交易环节，创建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促进农业产业品牌化、标准化，在平
台对接、产品认证、农产品保鲜、加工与流通质量控制、冷链生鲜物流、追溯体系等方面加强对企业的指导和帮助
。

 二是加强电子商务统计监测工作，特别是将我县经营规模较大、行业代表性强的20多家电子商务企业纳入到全县
电子商务统计监测体系，将电子商务销售额纳入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统计范畴。

 三是完善督查考核制度，深入乡镇和相关单位查找问题、分析原因，督查任务落实，及时通报有关情况。将电商
进农村示范工作及电商扶贫工作纳入对乡镇(经开新区)的年度绩效目标考核范畴，与其它扶贫工作同安排、同部署
、同检查、同考核、同奖惩。建立电商扶贫通报制度，重点考核各乡镇及贫困村在农产品认证、标准化体系建设、
微信平台及网店建设、农产品网售额，帮助贫困户增收脱贫等方面的情况。切实增强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做到有具体目标、有时间要求、有责任人员，检查考核落实到每个人头上。

 >三、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我县自201X年7月获批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以来，坚持把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作为促进农业转型升级、
推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来抓，不断加强电商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训和农产品品牌创建力度，促进
电商发展与精准脱贫政策深度融合，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存在诸多的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由于我县电子商务起步较晚，特别是贫困村的宽带网络、物流平台等相应基础设施建设
相对较薄弱。

 二是电商专业人才缺乏。受区域性条件、思想观念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我县从事电子商务行业的专业人才缺乏，
特别是从事电商平台技术应用、电商企业经营管理和电商市场营销策划等专业人才极为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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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品牌建设力度欠缺。在农产品品牌培育上力度欠缺，农产品开发和品牌宣传力度不够，目前我县具有QS认证
的农产品加工企业还不到10家，品牌影响力有限，农产品销售市场不大。

 四是上级的政策文件特别是电商扶贫这块对电商资金仅明确支持方向，没有出台具体实施细则，不便于操作。

 >四、明年工作计划

 为进一步推进新形势下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工作，助力电商精准扶贫，20_年电商工作计划如下：

 (一)落实各项政策措施。我们将认真落实上级部门相关电商进农村和电商扶贫工作要求，确保项目实施、政策宣
传、组织培训和各项政策措施的执行到位。

 (二)推进农产品商品化建设。县商粮局、扶贫办及各乡(镇)人民政府配合指导，打造好一支500人左右的“电商扶
贫”微(电)商运营团队，负责做好当地农产品的挖掘整理、规模生产、宣传推广、人员培训、线上销售等工作。

 (三)开展电商扶贫培训。继续做好电商扶贫培训，采取课堂教学与现场观摩、专家理论讲解与能人现身说法相结
合等多种形式，在全县开展电商中级培训，计划培训500人以上。

 (四)建设电商服务站点。以 “部门联动、资源整合、数据共享、推动先进”的方式有序开展电商扶贫服务体系建
设，推进服务站点资源整合，逐步完善各项服务功能，同时加大对当地运营农产品类和支撑服务类电商企业的培育
力度，成为当地电商扶贫有力抓手。建设贫困村电商扶贫村级服务站50个，扶贫示范网店16个(具体以上级部门下达
目标任务为准)。

 (五)整合开发网销产品。充分发挥部门引导作用，大力推广网销“一县一品”活动和农产品上行工作，计划扶持1
0个左右有发展前景的农产品种养大户和农产品加工企业，在办理“三品一标”及SC认证等方面提供支持，扩大安
全优质农产品生产规模，促进农产品商品化和网上销售，加速实现永丰辣酱、青树淮山、花门豆豉等本地特色产品
的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

 (六)加强溯源体系建设。继续加强农特产品网货监管，制定农特产品生产加工标准，指导企业、合作社和农户按
标准种植、生产、加工、包装，从源头保证网货供应质量;抓好流通环节质量监管，建立网销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对
流通环节进行监测，杜绝质量隐患。

 (七)拓宽网络销售渠道。一是大力推进电商扶贫特产专区线上线下结合，进一步完善电商公共服务平台电商扶贫
专区的各项功能，各大涉农电商企业在各自平台上设立电商扶贫线上专区，利用湖南网购节、20_湖南省名优特产品
(深圳)推广对接会、餐博会、湘博会、农博会等展会平台，组织爆款商品进行促销，加大我县农特产品全渠道销售
的力度;二是开设县级电商扶贫线下专卖区，鼓励利用当地传统商贸流通企业在县城、集镇的超市和酒店，设立扶贫
专卖区、专卖点， 直接销售当地贫困村、贫困户和扶贫企业的农特产品;三是依托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七品网等本地
电商和各乡镇微商平台，通过预售、众筹、认养等模式进行“精准扶贫”，通过农业产业带、特色产品体验店设立
电商扶贫020专区等，拓展农特产品网上销售渠道，推动贫困地区农特产品外销。

 (八)完善物流体系建设。支持邮政、快递企业、第三方物流服务商牵头整合县域内物流资源，政府给予适当的补
贴，建设服务农村的公益性仓储分拣物流运营中心，升级改造乡村快递配送站点，建立开放、透明、共享的物流信
息数据应用平台，解决县城到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九)加强电商宣传推广。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电子商务政策和示范创建工作宣传，鼓励创建电子商务示范乡镇、
示范村，通过XX网、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等多种形式，让更多的群众了解农村电商发展趋势、各电商平台功能，
提高群众网购网销意识。同时及时总结和宣传推广电商扶贫工作中的好做法、好经验，营造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良
好舆论氛围。

 随着我县经济的不断发展，电子商务的发展条件日臻成熟，以及电商进农村示范工作的深入开展，电商俨然成为
我县全民创业的“新阵地”、发展经济社会的“新动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引擎”。明年我们将根据县域
电商运行特点和发展大势，立足我县电子商务现状和实际，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政策支持，提升服务能力，强化
宣传引导，主动作为，开拓创新，以高度的责任感、时代的紧迫感，全力以赴抓好电商发展，倒逼各项举措落地生
根，助推农村经济在漂亮的“电商跑道”上跑出“高铁速度”和开辟脱贫致富的“高速快车道”。加快推进全县电
商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争取取得更大更好的工作成效，将“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打造成耀眼湘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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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和名片，为提速全县经济插上腾飞的翅膀。

更多 总结范文 请访问 https://xiaorob.com/zongjie/fan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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